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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问世巳逾十五个春秋，出版著作数十种，应

当说它已经成为新世纪我国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的翻译介绍国外马克思主义

最新成果的大型丛书。为适应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新形势，特别

是满足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的迫切需要，我们将继续加大这套丛书

的翻译出版力度u

＂译丛”在不断成长壮大，但初衷未改，其直接目的是为国内学术界

乃至整个思想文化界翻译介绍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提升

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水平，并推动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

系｀包括学科体系、教学体系和话语体系等；而根本目的是借鉴当今世界

最新文I]月成果以提高我们民族的理论思维水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乃至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丰业提供思想资源和理论支撑＾

＂译丛＂的鲜aJ]特征是与时俱进。它站在巨人的肩上不断前行。改革

开放后，我国学者翻译介绍了大员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特别是徐崇

温先生主编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等，将 20 世纪国外

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成果介绍到国内，对推动我国学术研究发挥了巨大

作用 20 世纪末，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后，世界格局出现重大转折，国外马

克思主义研究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形成了一大批新的研究成果。我们

这套丛书的使命，就是要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继续进行跟踪研究，尽快

把这些新的思想成果介绍到国内，为人们研究有关问题提供参考。

我们所说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是“世界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

“世界马克思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世界马克思主义”是指

自 1848 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以来的所有马克思主义，既包

括经典马克思主义，也包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

狭义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则是中国学者通常指称的“国外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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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之后的中国以外的马克思主义。

160 多年来，世界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不

仅在实践上改变了世界格局，而且在思想文化上影响深远。仅从思想文化

角度看，其影响至少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它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话语

体系。如“经济一政治—文化”“生产力”“经济结构”“资本主义”“社

会主义”等，已经成为世界通用的概念。不管人们是否赞同马克思主义，

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分析方法。第二．它影响并带动了世界上一

大批著名学者，包括卢卡奇、葛兰西、哈贝马斯、沃勒斯坦等。正是这些

思想家在引领世界思想潮流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第三，它深刻

影响了当今世界各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包括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

学、法学、新闻学等。第四，它深刻影响了世界各国的社会思想文化和制

度文化，包括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以及各种具有社会主

义性质的制度文化。第五，它深刻影响了世界各国的大众文化，包括大众

语言、生活节日，如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五一国际劳动节、六一国际儿

童节等。应当说，在当今世界上，马克思主义已经深入人类文明的方方

面面。

160 多年来，世界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从资本主义

一统天下局面下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

存局面下多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 20 世纪以来，在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出

现过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与苏联模式相对应的“西方马克思

主义”，以及近几十年来出现的“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在

社会主义国家，则先后形成了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

义，以及其他各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

尽管世界马克思主义形态纷繁多样，但其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和

价值指向是相同的，这就是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大潮中不断

批判资本主义，寻找替代资本主义的更好方案，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正确

道路。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也是最大的马克思

主义理论翻译和研究大国，认真研究借鉴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

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人类文明进步事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一日千里，世界

的变化日新月异。全球发展中的机遇与挑战、中国发展中的成就与问题，

都在不断呼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从世界范围来看｀全球化的深入推进、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促使入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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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迅

速崛起，以及世界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一轮发展，正在引发世界格局

的重大变化。这些都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极好机遇。同

时，也应当看到，尽管今天的世界是“一球两制”，但资本主义仍然占据

主导地位，社会主义主导人类文明的时代尚未到来。时代的深刻变化向人

们提出了一系列亟须回答的重大课题。比如，究竞应如何定义今天的时代？

对此，国外学者给出了各种答案，诸如“全球化时代“”后工业时代”“信

息时代”“后现代社会”“消费社会”等。又如，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

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深入推进，人类世界交往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越了

以往任何历史时代，由此引发一系列全人类性的问题。如全球经济均衡发

展、国际政治民主化、生态环境保护、人的全面发展、后现代状况、后殖

民状况、多元文化、世界体系重构、全球治理等问题，越来越受到国际社

会的普遍关注，也越来越多地进入思想家们的理论视野。近些年来，随着

中国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危机的普遍爆发，马克思主义、社会主

义又重新焕发生机，并受到世人的广泛关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又引发世界思想界乃至社会大众新一轮的研究热潮，

特别是对“中国模式”的研究方兴未艾。关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以及二

者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等的研究仍然是当代国外左翼学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所有这些间题以及国外学者所做出的回答，都从不同方面反

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时代潮流。了解这些思想潮流，有助于我们认识、研

究当今中国和世界发展的问题。

从中国现实来讲，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突

飞猛进，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国正在逐步从世界舞台的边缘向中心迈进。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也不断推出。随着中央组织实施的马克思主

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不断向纵深发展，我国的理论研究与改革开放实践

进程交相辉映，这使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国内

与国际、研究与教学的结合上愈加深入，愈加科学，愈加丰富，愈加具有

实践性、时代性和民族性。中国思想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朝气莲勃而又

富有创造精神。然而，也应当看到，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还面临各种困难与

问题、风险与挑战，如社会不公、贫富分化、权力腐败、物质主义泛滥、

人文精神失落、生态环境破坏等。为解决这些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中央提

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等。要把这些发展的新理

念、新思想、新战略等变为现实，还需要做深入的研究。这是我们理论研

究面临的首要任务。再者，我国这些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斐然，但国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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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权还很小，这是制约我国走向世界的关键。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

的梦想，就必须在未来世界文明的舞台上有所作为，不仅要解决好自己的

发展问题，还要关注人类的命运。这就需要站在世界潮流的高度看问题，

特别是要把握和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既要做好社会主义与

资本主义长期并存、相互影响的准备，又要培养担当精神，主动引领世界

文明的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新文明对资本主

义旧文明的超越，做出我们中华民族的新贡献。而要赢得世界的话语权，

乃至引领世界文明潮流，就需要认真总结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经验，特别

是要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把这些实践经验上升到思想理论

和学术研究的高度，形成一套现代化的国内外人们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

思维方式、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等，使之能够进入世界各国的

学术研究领域、教学教材体系乃至变成大众的生产生活方式。正是在这样

的背景下，中央提出了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历史任务

作为 21 世纪的中国学者，要承担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就必须始终站

在学术前沿，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不断汲取人类一切优秀的思想学术成

果，以丰富自己的头脑、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推进中国和世界的发展

提供理论智慧。

正是出于上述考虑，我们力求站在世界潮流发展的高度，结合我国现

代化建设和理论研究的实际，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中选择有

时代性、创造性、权威性、建设性的作品，译介给我国读者。这应当说是

＂译丛”选题的基本原则。

至于选题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有关基础理论研究成

果，即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和思想发展史的研究成果，如关于马克思

恩格斯的文本、基本观点及其发展历程的研究成果，关千国外马克思主义

发展史的梳理分析．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成果，等等。这些成果

的翻译引进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推进马克

思主义基本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传播史的研究 二是有关重大理论

问题研究成果，即关千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规律和未来趋势方面的新成果，

如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走向、人类文明转型、现代性与后现

代性等的研究成果。这有助于我们科学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现状和

趋势，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创新与发展C 三是有关重大现实问题研

究成果，如关于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生态间题、后殖民主义、文化

多元主义、人的发展问题、共享发展问题等的研究成果。这有助于我们回

答和研究一系列重大社会现实间题。四是海外有关中国道路、理论、制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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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 这是近些年来国外学术界研究的新亮点、也应当成为我们这套丛

书的新亮点。翻译介绍这些成果有助千我们了解国际思想界、学术界乃至

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认识、从而有助于加强与国际学

术界的交流互鉴，提升我们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除了这匹个

方面之外，其他凡是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成果，也都在选题之列。

当然，由千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不同，国外学者的思想认识与我们的观点

不尽相同，也不一定完全正确，相信读者会用科学的态度对这些思想成果

进行甄别和借鉴。

为更好地完成丛书的使命，我们充实调整f顾问与编委队伍。邀请国

内著名的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作为丛书顾问，同时．邀请国内一批著

名的专家学者作为编委，还适当吸收f青年学者。这些学者，或精通英语、

德语、法语、口语．或对某一领域、学派、人物等有专门研究，或对国内

某一地区、某一方面的研究有一定的权威性。有这样一支语种齐全、研究

面广、代表性强的老中杆队伍，加之广大学者的积极支持，我们有信心把

丛书做得更好 c

＂译丛“自 2002 年问世以来，得到我国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同人的广

泛关注和大力支持。其中有的译作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对推进我国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这套丛书还日益受到国际学术

界的重视，不少国际著名学者表示愿意将自己的新作列入丛书。为此，要

衷心感谢所有关心、帮助、支持和参与丛书工作的朋友！需要说明的是，

由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而我们的能力有限，只能有选择性地陆续翻

译出版，有考虑不周或疏混乃至失误之处、也请大家鉴谅匕希望新老朋友

们继续为丛书推荐书稿、译者，继续关心、支持我们的工作，共同为繁荣

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和理论研究事业奉献智怼与力员。

杨金海

2016 年 6 月 16 日

千北京西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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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版序言

在这一新版中，我对正文做了一些修改，在注释中增加了很多新材料，

还大大扩充了参考书目＿

戴维·麦克莱伦

2005 年于坎特伯雷



第 3 版序言

我为这一版补充了一个简短的后记，论及我们对马克思的看法如何受

到 20 世纪的一些事件的影响，此外还添加了至今为止的参考书目。

戴维·麦克莱伦

2 



第 1 版序言

自从 1918 年以德文原文首次出版梅林的《马克思传》以来，还没有一

部涵盖马克思生活的各个方面的英文版传记匕自那时起发生了两起事件、

证明有进行新的尝试之必要：首先，出版 r一些未删改过的马克思和恩格

斯的通信，以及大员与马克思的活动有关的其他书信；其次，在 20 世纪 30

年代出版过马克思的几部重要的著作，很大程度七改变了人们对马克思的

理论贡献的认识。

显然｀许多论述马克思的著作都受到各种政治斧钺的削磨。假装对任何

人的生平做出完全”中立的＂描述是不可能的-更别说是对马克思的生平

了。关于马克思，有着大址的信息和评论，选择的过程本身就意味着采取了

一定的立场。我所尝试做的至少是要．｀ine ira et studio （客观公正地）写作，向

读者呈现一个合理的稳妥的形象。因此，我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引述，并以

一种同情批评的立场进行写作，避免陷入要么偶像化、要么站污的两个极端。

本书旨在以普通读者为对象；我试图完整覆盖马克思生活的三个主要

层面－~个人的、政治的和精神的。在涉及最后一个层面时，我不得不撰

写一些非常困难的段落，特别是在第一、第二部分的后半段和第六部分的

开头。然而，这些段落对于准确评价作为思想家的马克思是必要的。

我要感谢 R. D. 麦克莱伦 (R. D. McLellan) 博士、布赖恩·哈里森

(Br ian Harrison) 博士和 C. N. 泰勒 (C. N. Taylor) 先生，他们阅读了某些

手稿并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建议；我特别要感谢 G. M. 托马斯

(G. M. Thomas) 博士，他的独特风格直接烙印在本书的每一页上。本书仍

然有许多不足，当然这并不是他们的过错。

戴维·麦克莱伦

1972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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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特利尔、 波恩和柏林

我……在脑海中会像闪电一样冒出一个想法：你的心是否和你的智慧、

你的才能相称？一一－在你的心里有没有能够给予那个生活在痛苦中的多愁

善感的人以慰藉的那些世俗的、然而非常温柔的感情？．．．．．在你心里活着

并主宰一切的那个魔鬼......是天上的还是浮士德式的？你对真正人的家庭

的幸福有一颗敏感的心吗？……你能否使你的亲人们感到幸福这个疑虑，

最近一直在折磨着我。

——亨利希·马克思



, 



第部分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一童年时代

这似乎是－个矛盾可被现时代许多 l二人阶级运动宣布为自己的导师和

绝对无往而不胜的革命领路人卡尔·马克思，却出身安逸的中产阶级家庭 c

书实上他在很大程度 L也足这样概括自己的思想的；人们受仕会经济条件

的制约、马克思成长丁德国、悠久的历史赋予他传统感，也把他和当时德

国不发达的残酷现实紧密联系（t一起。他的家庭具有彻底的犹太血统，义

作为新教徒迫不得已地生活在大主教地区，所以他的家庭从来没有把自己

的社会环境看成是－个统一整体。就冯克思个人的悄况来看，由于他未能

在大学教育系统（这种教百系统根本没有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的一席之

地）中谋得一个教职，这更加强了他的疏离感

马克思 1818 年 5 月 5 日出生于特利尔城。节时这个城巾大约有 15 000 

名居民，是德国最古老的城市 1），也足地理位咒最为优越的城市之一。它

坐落在摩塞尔山谷，四周环绕＇行葡萄果园，其间几乎全部范盖着地中海的

茂盛柏被—这个城市俾经被命名为奥古斯塔．特瑞沃洛姆、一度被称为北

部罗马，并曾作为罗马军队最大司令部所｛f一地。书克思（实际上）是在黑

f丁D (Por ta N igra) 附近长大，这里有第四世纪时期宏伟的教堂，永久纪念

着特利尔的庄严与辉煌。在中世纪，该城市作为诸侯一大主教驻所，边界

曾延仲王梅斯、士伦和凡尔登；据说它所拥有的教堂数从比德国任何—个

与它大小相当的城市所拥有的都多。马克思不仅有行终生来自特利尔城的

莱茵河畔Il 音，而 n史为正要的是，他对历史 4月而专注的热情也正源于

年少时的这种环境C 不只足这座罗马时代的城市影响了他，在拿破仑战争

时期，这座城市迕同莱茵河畔的其他地区都划归为法国，并且依照法国大

革命的挂本原则进行管理，囚此在足够长的时间甲，这座城市都浸润在言

论自由和立宪自由氛围中，这种氛围是德国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的 c 1814 

年莱茵地区并入普鲁上后，这里积括了巨大的个满。一—特利尔几乎没有

什么t业，居民大多数是官员、商人和FI 业者 他们的 l：要活动范围是

葡萄果园，而侚萄果园由 F关税同盟的建寸和外部的竞争，悄景日见拊条。

随之而来的失业和物价上涨寻致了亦贫、实浮和外出移民的加剧，致使该

(D 罗马城墙的北门，早期基忏教人教堂的人JJ

以下不冉－－一注明。）

译者汀（本书巾脚注均为详者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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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有超过 l/4 的人口完全依靠公共救济而生活。

因此，毫不奇怪，特利尔是德国最早出现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城

市之一。该地区的大主教被迫从传逍的立场出发对圣西门的思想进行谴责。

而城市委员会书记路德维希·伽尔侣导傅立叶学说，坚持不懈地揭露口益

加大的贫富差距，及因此而产生的对立。

由千来自千法定地被排除在社会整体之外的社会环境中，所以马克思

更多倾向于用批判的眼光来观察社会。很难发现一个人拥有比马克思更多

的犹太血统。[21 马克思 (Marx) 的名宁是 Mordechai［摩嗯凯］的缩写形式，

Mordechai［摩德凯］后来变化成 Markus ［马库斯］ 他的父亲亨利希·马

克思 1782 年出生，是迈尔·列维·马克思的第三个儿子。后者在他岳父去

世的时候成为特利尔拉比，这一职位又被他的长子萨缪尔（马克思的伯

父）继承下来。萨缪尔 1827 年去世。迈尔·列维·马克思的祖辈很多人是

拉比，他们最早从波西米亚来；妻f叶娃来自更为显赫的家族：她是特利

尔拉比莫泽斯·里沃夫的女儿，父亲和祖父也是这座城市的拉比。莫泽斯

的父亲约书亚·希尔舍·里沃夫 1723 年被选为特利尔拉比，成为当时最为

重要的犹太名人之一；在为真理奋斗的事业中，他以一位无畏的勇上而闻

名遐迩。据说犹太世界中任何重要的决定都要首先征求他的意见。约书

亚·希尔舍的父亲阿伦·里沃夫也是特利尔拉比，后来去了阿尔萨斯的黑

森，他在那里又做了 20 年拉比。阿伦·里沃夫的父亲吴泽斯·里沃夫来自

波兰的波兰雷姆堡（德语为里沃夫城），迈尔·卡齐涅伦包根先辈 16 世纪

是帕多瓦犹太法科中学的校长，另一位亚伯拉罕·哈－列维·敏茨先辈是帕

多瓦的拉比，其父亲 15 世纪中期由于迫害的原因离开了德国。事实上， l6

世纪以来的几乎所有的特利尔拉比都是马克思的先辈。「3

关于卡尔的母亲罕丽达家族的情况我们所知道的要少一些，但是她所

拥有的拉比传统似乎并不比她丈夫的少。她是荷兰人，是奈梅亨城市拉比

艾萨克·普列斯波克的女儿。据爱琳娜（马克思的女儿）说，在她外祖母

家族中，“子孙们数世纪以来一直都是拉比 ”[4] 。在给荷兰社会主义者波拉

克的一封信中，爱琳娜写道：“非常奇怪｀我父亲的半个荷兰血统很少为人

知道......我的外祖母家族的名字是普列斯波克，一个古老的匈牙利犹太家

族的后裔。这个家族由于迫害的缘故移居到荷兰，正如我所说的，它以普

列斯波克的名字为人所知，实际上这个名字是他们家乡城镇的名字 “(5] 。

马克思的父亲很少受到数世纪以来这种严格的犹太古老正统思想传统

的影响。他很早就与家庭断绝了联系，声称“公正讲来，除了母爱之

外”[6] 没有从家庭中得到任何东西。他经常向儿子讲起在他职业生涯起步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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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所经历的巨大艰辛。马克思出生之时，他是特利尔城市的高级诉讼法庭

法律顾间，同时在特利尔地区法庭供职，并且被授以很类似千英国质矗管

理小组成员的头衔。虽然他主要是在自己的业务咽子中活动，但是多年来

一直担任这个城市律帅协会的主席，在巾民社会中处千受人尊敬的地位

尽管亨利希·马克思似乎很少受到他幼年禀受的犹太文化教育的影响，

但他“转而皈依“基督教却纯粹足为了能够继续从事他的职业。口1 拿破仑

的法律虽然给 r 莱茵地［X的犹太人－定的平等权利，但是也曾试图对他们

的商业活动加以严格控制。莱齿地区移交给了普鲁上之后，亨利希·马克

思就给新任总督写了－份报告书，郑重请求取消只应用于犹太人的具体律

法 他谈到了他的“共同信仰者”，并完全肯定了自己的犹太身份，但是

这份报告书没彴起到作用 犹太人有两个时期牛存状况最为糟糕： 1818 年

颁布f一条法令，继续无限期地使用拿破仑法律；此前两年，普鲁士政府

决定莱茵地区使用普彴上从 1812 年颁布的法律。这些法律虽然赋予了犹太

人与基督徒平等的权利｀但他们在国家政权中的任职却依赖千国王的分配。

省最高法院执行官冯·塞斯， 1816 年 4 月视察了莱茵地区，见到了亨利

希·马克思．印象深刻，认为他“学识渊博、异常勤勉、表达清晰、绝对

正直＂。因此，他推荐亨利希·马克思和另外两名犹太官员继续担任职务。

但普f}七司法人臣反对这种例外．因此亨利希·马克思被迫改变了宗教信

仰．用冯·塞斯的话说是为了避免“陷入贫困＂。他选择做一个新教徒．

虽然特利尔新教徒大约只有 200 人．并在 1817 年 8 月之前受了洗。”（正

是在此期间他把名字改为亨利希，这个名宁现在以希舍尔为人所知。）

马克思的母亲身材瘦削，她对犹太信仰的依恋似乎比马克思的父亲要

多 当孩子们 1824 年受冼时，长子卡尔到了入学年龄，她作为犹太人登记

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布一个附加条件：她同意孩子们受洗，但是由千父母

的原因希望推迟自己的受洗时间。她父亲 1825 年去世，同年她受了洗。仅

存下来的她的儿封信件是用不成文法的德语写成的，没有任何标点。甚至

她给荷兰亲戚的信件也是用这种德语写成的，这个事实表明她在父母亲的

家里说意第绪语Q) (Yiddish) 。由于她非常依恋自己父母那边的家庭，所以

一直感到自己在特利尔有点像个陌生人。现存的为数不多的资料表明她是

一个朴素的、未受过教付的勤劳女性；活动范围几乎完全局限千自己的家

庭，过度操劳，经历了悲伤和枯燥的道德说教。因此．罕丽达·马克思极

有可能在家中保持若犹太人的风俗习惯。

(l) 意第绪语，中欧或东欧的仇太人所使用的围际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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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强大的家族传统对马克思的影响是不可估址的 ＂一切已死的先辈

们的传统，像梦脱一样纠缠右活人的头脑 ”O1 ，他后来写道。犹太传统习

惯，尤其在那个时代｀并不是很容易就摆脱得了的。马克思的两个亲密朋

友海涅和赫斯，一个由十文化原因改信了新教．另一个则公开官布是尤神

论者；但一直到生命的结束，他们都保抖笞犹太人的门我意识。甚至冯克

思最小的女儿爱琳娜虽然只是1个犹太人噜在伦敦东区的工人集会上也用

种挑衅式的骄傲宣称：“我是一个犹太人 ”I 10 』 莱茵地区的犹太人常常

被当成这一地区农民贫困加剧的替罪羊，人们认为，这种地位增强了他

们的集体自我意识。因此，虽然在拿破仑法律下实现了公民平等，但是

神圣同盟的成立和它的“基忤教国家“政策以双倍的分且不可避免地卷

入了反犹太主义的麻烦中，估仰宗教的执入人公开承认了一种异教信仰，

很多人要求成为独寸的人民 C 在马克思参与的很多极其激烈而艰苦的论

战中，例如与户格、蒲售东、巴粘宁、杜林的论战．他的犹太身份不可

避免地卷入进去 马克思本入是台具有反犹太倾向，引起了很多争论：

无疑，如果汶浅地阅读．下他的小册f-《论犹太人问题》，似乎更多地表

明了这一倾向“；他的信件包含若无数贬抑犹太人的词汇 112,; 但这并不

能证阴他一向反犹n 一些马克思的研究者认为他们已经在马克思的拉比

家统中找到『理解整个马克思思恁体系的钥匙；但是应该看到，虽然他

的一些思想，县至牛活风格都有若先知传统的同声，但是这种传统本身

或多或少是西方传统思想的－部分；把节克思的思想归结为世俗化的犹太

教，似乎是太简单f。[I,

很阴显，正统的犹太人想法与马克思父亲的整个思想并不完全一致 C

据爱琳娜回忆，他“深深地沉浸在 1-八世纪的法国关于政治、宗教、生活、

艺术的自由思想里, (14 •完全赞同 18 旧纪法国理性主义者的观点．完全相

信理性的力址，认力理性可以解释这个世界并推动这个世界的进步。在这

样的信念中、法国思想家们把洛克和休漠的关国经验主义与诸如莱布尼茨

等德国的占典形面上学哲学家的独断的理性 K义调和起来－他们认为，他

们能够说明人类本质七是善的，并且都同等地具有理性；认为人类的不幸

完全是由于无知，这部分源 F悲惨的物质状况，部分i原于那些掌权人对真

坪人为的压制或歪曲（无论是在卅俗的层面还是宗教的层面七都是如此），

并长期为了显而易见的利益绯持这种欺骗、il 人类在这种欺骗之中劳作；

认为消除这种境况的一条主要途径足教育；另一条途径就是改变物质生活

条件c

从保留下来的亨利希·马克思的信件来看、用他孙女爱琳娜的话来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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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十八世纪的法国人，对伏尔泰、卢梭熟梒千心”r 八］．｀

他的宗教信仰足表面化的、逍德说教式的自然神论： 卡尔·马克思未来的

妻弟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把亨利希 .'-b克思描述为＂具有莱辛信仰

方式的新教徒””。他的生活观在他给卡尔的建议中作（很好的概括： ＂毕

竞对上帝的虔诚信仰是道德的巨大动力心你知道，我远 Ir-狂热的宗教信徒

但足，这种信仰迟早都会成为一个人的真止［需］要，生活中往往有这种

时候，奻至一个无神论者也会［不知］不觉地拜倒在至高无上的神面前。

这通常之所以会这样［...... ]'足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崇拜牛

顿、洛克和莱布尼茨所信仰过的东西”口］ ^ 

亨利布·马克思与莱茵地区自由主义还动也有密切联系。他是特利尔

卡西诺俱乐部文学社的成员）该俱乐部成立于法国管辖时期，名字来自千

集会地点。自由主义运动在法［日 1830 年革命后门插壮大，为了纪念特利尔

莱伪地区议员的自由主义代表，该俱乐部 1834 年（当时卡尔 16 岁）举行

了一次宴会。这次宴会是争取更有代表忤宪法的筹划活动的一部分，是在

普彴上举行的唯一的－次，此类的具他很多宴会都是竹德国的非普鲁士地

区举行的 c 虽然作为这次政治性宴会的五名组织者之一｀亨利希·马克思

极为积极活跃，但他最后的敬洒提议却典型地温和顺从 与自由主义者要

求最为接近的地方、是他热估洋溢地感谢」，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感谢他

的＂宽宏大从，所以我们拥有第一批受人欢迎的代表制度“ 最后他说：

“让我们充满信心地面对美好的未来，囚为它掌握在仁慈的父亲、公正的国

王的手中 他高尚的心灵将永远会愉快地接纳他的人民正当而合理的愿

望。”18 接肴大家唱了几首革命歌曲。一份笞察报告向政府汇报说亨利希参

加了歌唱，这次宴会引起了政府当局的愤怒，这种愤怒由于两周后更为激

进的不威游行而升级了七这次示威游行足为纪念卡西诺俱乐部成立而举行

的，节时人群高唱《马赛曲》，挥舞三色旗～普鲁七政府严厉批评了莱茵

省总督，同时对卡西诺俱乐部进行（史为严密的停察监控。亨利希·马克

思参加了这一运动的第 3次示威．但是没有唱歌：他不是亲法国者，他憎

恨被他称作拿砐仑的＂荒谬意识形态”的东西。”虽然对普鲁土所抱有一

定程度上的爱国精神一直冲淡杆他自山 L义的思想，但他有若对被压迫者

权利的关切，这一点不能不说影响f他的儿了 2OJ 

马克思家庭有足够的金钱过相当舒适的生活 亨利希的父母生活曾很

贫困；虽然他的妻子带来了相当多的嫁妆，但他还是凭行自己的力卅获得

了成功。马克思出生的地方是一幢建筑相当好的三层楼房，有一个带走廊

的院f。[21 然而，亨利希只租了－层的网间和二层的三同房子。这里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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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 7 个人，并且他也在这里处理法律业务 C 卡尔出牛 18 个月后，他们家

在特利尔买下了另外一套房了入住。这套房子比先前的耍小得多，但足却

有十间房，并且在庭院里有一套别墅式的房屋 2” 他们家中有两个女仆，

并且在城市边缘还打一个葡萄果园。然而亨利希·马克思付的收入税收并

不高，他给儿子的信中的一些言论（他敦促卡尔把儿封信用包裘一起邮寄．

这样会便宜些）仍表明 r家中的积苔不多f。”

马克思家中有九个孩子，卡尔排行老二；最大的英里茨．大l] 4 岁时

夭折了，当时马克思已经出生，因此卡尔成了家中的长子 他有一个姐姐．

索菲娅 他孩童时期，似乎对姐姐特别依恋、索菲娅后来嫁给f一位律师，

住在荷兰的马斯特利赫特。马克思的两个弟弟都早早地死臼肺结核，他的

两个妹妹也是这样 3 剩下的两个妹妹，路易莎和荷兰人犹塔结了婚，移居

到开普敦；另一个妹妹埃米莉嫁给了一位工程师，住在特利尔 关千马克

思孩童时代的情况人们所知甚少．其中大部分来自他的这些姐妹们。她们

告诉外甥女爱琳娜．马克思早先时候是＂令姐妹们害怕的暴君，他全力地

奔跑着把她们当作他的马从特利尔的马库斯山坡1::..' 驱赶＇下来。更坏的

是，他坚持让姐妹们吃他用肮脏的生面团做成的而用更脏的手拿着的＇蛋

糕＇。她们亮无怨言地忍受杆｀驱赶＇、吃＇蛋糕＇，因为卡尔将会讲故平

来酬劳她们的顺从“f24] 。

马克思极有可能－直到 12 岁都是在家中受教育。接下来的五年

(1830-1835) 里在特利尔读中学，这所学校原先是耶稣会学校．后来定名

为弗里德里希－威廉中学。马克思在这里受到了典悝而纯粹的人道主义的教

育。 18 世纪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粘神曾由特利尔后来的特利尔选帝侯克利

门斯·文采尔引入该校－他采用了著名前任费布罗尼乌斯的基本原则，努

力从康德哲学的观点出发调和信仰与垀性。为了对抗神职人员的无知，他

把这所学校变成了一种小型学院已在法国占领期间，这所学校降到了极小

的规模。但莱茵地区归并后，它重新调整，吸收f几位极有才华的教

师。 l己1 学校有影响的人上主要是校长胡果·维滕巴赫，他是马克思的历史

老师，也是马克思家庭的朋友 歌德对他颇有好感，说他是“康德哲学专

家 ”126］。他参加了卡西诺俱乐部的成立。 1832 年在争取新闻自由的汉巴赫

大游行之后，维滕巴赫处于警察的监视之下，学校受到了搜查：在学生的

物什中发现了汉巴赫的演说稿和反政府的讽刺文学作品 0 1834 年，也就是

卡尔·马克思在校第四年，作为卡西诺事件的结果｀数学老师被指控信仰

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希伯来语老师由于参加唱了革命歌曲而被指控 维滕

巴赫本人受到了免职的威胁；而最后，反动的副校长廖尔斯被认为反对当

8 



第一部分 特利尔、波恩和柏林

时流行的 I,llh 七义 卡尔·马克思此时的态度可以通过他父亲的信中对他

的埋怨看出来，他和另外一个学生以故意貌视廖尔斯而闻名。在他们离开

学校时，向所有老帅辞别，而唯独没有理睬廖尔斯c 21 

在马克思的同学伙伴中， 4/5 是天主教徒．大部分出身中下阶层，是

农民和手上业者的户弟）据说卡尔的“同学伙伴对他既爱又怕，爱他是

因为他可以随时开始男孩子式的玩 Ii阶怕他是因为他能够亳不费力地写

讽刺诗文嘲笑他的对平 ”I 2• 。在后来给恩格斯的·封信巾，他轻蔑地谈

道：“有一些农村来的笨人｀他们准备投考教会学校（天主教的），大多

数人领取助学金”29 ）马克思在学校没有交到长久的朋友，虽然他打算发

展一个与他年龄相仿的伙伴的友悄，这就是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

他未米的妻弟。埃德加尔的姐姐燕妮把他描述为“我孩童时期和青年时期

的偶像“V

学生的成绩并不好，他们中有一半通不过最后的考试。马克思的智

力虽不是 I一分突出，但也在一般以上。在玑里的 32 名学生中，他大约排

第八名。离开学校的时候，他是班庄年龄最小的学生之一，当时班里平

均年龄大约是 20 岁。学校 1门常重视语言学，马克思的拉丁和希腊诗文

好，宗教课程令人满意，法语和数学是弱项，奇怪的是他的历史最粕

糕“保存下来马克思最早的手丐材料是他为德国学校毕业考试而写的

三篇文章，拉丿语作文是关 F奥古斯都元首的，意义不大 但是，关 F

宗教的一篇作文和一篇德语作文却农现出f鲜明的个性。这两篇文章充

满了理想主义色彩，洋溢着要通过一种方式把人的个性完全发展出来的

热悄，即规避权力和荣誉、用自我牺牲的粘神来为人类整体谋福利。宗

教作文的题口是《根据约翰福音第 15 音第 1 至 14 节论信徒和基督的一

致，这种一致的原因和实质，它的绝对必要及其影响》，［“马克思由阐述

历史开始：“这个人类的伟入教师”，向我们表明了从古代以来．人的本

性一直是在把自己提升到－个更高的道德水平。＂巾此可见，各民族的历

史告诉我们同基督一致的必要性。但是．在我们研究各个人的历史，人

的本性的时候，我们虽然也看到他心中有神性的火花、好善的热情、求

知的欲望、对真理的渴望 ”[3“ 。虽然罪恶的引诱会吞没这些自然的本性，

但是信徒与基督的一致能够克服这些罪恶的引诱，并提供一种“快乐，

这种快乐是一个伊壁鸠鲁主义者在其肤浅的哲学中，一个比较深刻的思想

家在未被发现的知识奥秘中想要找到而没有找到的，只有和基督并且通过

基督而和上帝结合在一起的大真无邪的孩夼心灵，才能体会得到它，并且

它能使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和崇高”[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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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作义包含石相节多的悲悄和愉快的虔诚，但是基本上还有一种

现性的架构，说明了基督教的出现为何对人类全曲的道德发展是必需的。

马克思有一种异常遥远和杂无色彩的自然神论十帝观念，类似丁他父亲

和约瑟夫·居佩尔牧师的观念，后者在学校讲f宗教的教育指导作用，

在 1834 钉 3 月给马克思施行（咯信礼，居佩尔还掌秤着特利尔的一个小

型新教教区，是亨利希·，占克思的肌友，他对伦理问题尤其感兴趣．对

宗教的态度受康德的强烈影响，认为要达到“真正的人＂，教育是最好的

途径。居佩尔把自己的教学建立在基督这个人和《圣经》的基础之上，

他受到理性主义思想的巨大影响、规避任何宗派主义、rM1 马克思的文芘

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老师的看法，这位老师称赞f这篇文章，虽然他也

公正地评价说“一致的实质并不明确，一致的原因也只是从—个方面谈

到“乃 C

德语作文题［－ I 是《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表现出了更多的新

意。 ]6 马兑思的主题是：虽然人选择职业不能完全地随心所欲，但正足选

择的自山使他区别于动物。 ·个人不应该由于野心哎突然的热悄失去理智：

重要的是在为人类服务中把握住］．．作机会青同时避免由于抽象的真理迷失

方向，这篇文立以充满激悄的、对生命价值的信仰宣言结朱．而这种价值．

就是为人类利益而牺牲生命

在主题和结构士，呴克思的这篇文行和他同学的一样，基本理念是德

国启蒙运动和古典时期的入道上义者的理想观念一个入的全面发展和相

互依赖的人群共回体的个面发展。”马克思的文节中没有任何超验的上帝

的痕迹：上帝、自然和创造这些词语是可以互换的．历史过程是内在的 c

为克思开篇写迅：

自然本身给动物规定了它应该遵循的活动范围，

这个范围内运动，不试图越出这个范围，甚至不考虑有其他什么范围存

在。神也给人指定了共同的目标一一－使人类和他自己趋于高尚，但是，

抻要人自己去寻找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神让人在社会上选择一个

最适合于他、最能使他和社会得到提高的地位。

能这样选择是人比其他生物远为优越的地方，但是这同时也是可能

毁灭人的一生、破坏他的一切计划井使他陷于不幸的行为。[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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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每个人来说，他们在生活中都配有自己的 H标，这种门标通过“轻

柔而真实的“内心声行指示出米。它很容易砐对虚荣的野心和渴望所迷惑，

因此细心体察是必需的．看他贞正适合做什么.,一旦冷静地考虑了所有囚

素，那么就应该充满热悄地去从事所选择的职业。”但是我们并不总是能够

选择我们自认为合适的职业；找们在仕会t的关系、还在我们有能力对它

们起决定影响以前就巳经在某种程度上开始确立 [,-,·•[3• 这句话作为马克思

后来历史唯物上义理论的第一个萌芽而受到热烈的欢迎。[40] 但是，人的活

动持续地受到巳经形成的环境的限制，这是·个至少与启蒙运动和百科全

书学派一样古老的思想。如果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甚至巳经在一个 17 岁中

学生的头脑中出现，这实在是令人惊奇的韦估 这种观点应是错误的，即

认为在马克思早期作品中．他就提出『他后米给出答案的一些问题：他后

来的著作、是在受了黑格尔和黑格尔派的强烈冲击后形成的，包括很多全

然不同的问题，因此有着完全不同的答案，尤论如何，这篇文音接下来的

段落，提到了入的身体或智力的缺陷，表明i占克思这里的意思仅仅是当-·

个人选择职业的时候，他应该考虑他所处的环境

接着马克思阐述f应该选择一种能够最大限度地赋f人人生价值的职

业一”选择一种建立在我们深信其正确的思想上的职业；选择一种能给

我们提供广阔场所米为入类进行活动、接近共同目标（对千这个目标来说，

一切职业只不过是手段）即先美境地的职业”r", 这种完美的观念在职业

的选抒中具有首要的支配作用，它一直存在千马克思的心灵中：

那些主要不是干预生活本身，而是从事抽象真理的研究的职业，

于还没有坚定的原则和牢固、不可动摇的信念的青年是最危险的。同时，

如果这些职业在我们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如果我们能够为它们的支配

思想牺牲生命、竭尽全力．这些职业看来似乎还是最高尚的。[42 I 
- -- -~- ~---~ 

在这里一些学者也竭力寻找马克思后来”押论与实践相统－“14｀｀的思

想萌芽 同样，这电面要比前面部分史为深入地解读咭克思的文齐、马克思

的完整意思是指从韦一种关于抽象观念的职业应特别谨慎，因为“这些职业

能够使才能适合的人韦福，但也必定使那些不经考虑、凭一时冲动就仓促从

书的人毁灭”心I C 问题首要是实践的回题｀而完全不是依据理论提出来的 c

文章结尾带有理想性、揭示f一种纯粹的、年轻的理想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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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

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本身也教诲

我们，人人敬仰的理想人物，就曾为人类牺牲了自己一有谁敢否定这

类教诲呢？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

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

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

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

洒下热泪，，，45]

维滕巴赫批改了文芍．认为“非常好”，他因为文章宫有思想、结构

合理而赞扬了马克思，同时也正节地批评『马克思“过分追求非常精致的

形象表达”·~ 0 

马克思在大学的头几作就表现［对夸张比喻的热情和对诗歌的热爱，

这种热情和热爱巾于他与冯·威斯特华伦男爵的友谊而加强了。后者是除

了家庭和学校的影响之外，第三个对肯年马克思产生了重要影响力的人。

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比亨利希·马克思大 12 岁， 1770 年出生于新近

显贵的家庭 他的父亲菲利浦·冯·威斯特华伦，是一位正直、坦率、极

富能力的正在上升中的德国中产阶级议员，七年战争期间曾是布伦瑞克公

爵的私入秘书；在以明登战役为高潮的几次军事战争中是上司极为重要的

助手；后来被英国乔治二世封为贵族。战争期间，他与苏格兰贵族女子珍

妮·威沙特结了婚 当时她到德国来看望她的姐姐，她姐姐的丈夫贝什维

兹 (Bechwith) 将军掌管着英国军队。珍妮·威沙特是英国阿盖尔郡伯爵

的后裔，带着一些物什，其中有一冠形的银器，这一器件后来被马克思和

燕妮多次典叫。 47] 他们最小的儿了－，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秉承了父

亲自由与进步的思想：普旮上失败后，他进入拿破仑的威斯特伐利亚统治

区的政府机关工作，后来成为萨克森北部萨尔茨韦德尔城镇的地方副长官。

他的第一个妻子给他生了四个孩子，后来去世了；他又和一个驯马师的女

儿卡洛琳结了婚

路德维希和卡洛琳有三个孩子，最大的孩子燕妮在他们移居特利尔的

前两年 1814 年出生。在特利尔他调任（级别稍微降了些）为城市顾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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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赞同普代 1：新政府的政策，据说他的自山上义思想在前法国莱茵地

区的家中更加强j飞威斯特华伦一家移居到了一座离心克思一家相叫近的、

非常好的房子里『＂．虽然他们本不足有钱的家庭nt“山于亨利希·马克思

和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两个人都足在城巾法律机构工作｀义都是同

一个新教徒小团体的成员．所以很自然两人成了朋友。燕妮成了索菲娅·

马克思非常亲密的朋友、两个豕庭经常米往，男爵当时 60 多岁了，渐渐对

马克思有一种特殊的点爱。他极其有教养，讲英语，也讲德语，能够毫不

费力地阅读拉丁文和希腊文著作，尤其喜爱浪漫派诗歌。爱琳娜·马克思

记述迫：冯·威斯特华伦＂灌输给『卡尔·屯克思对浪漫主义学派的热悄，

他的父亲和他一起阅读伏尔泰和拉辛、面男爵给他阅读荷马和莎上比亚，

这些都是他整个一生最密爱的作家”｀仆＿男爵在年轻的马克思身上投注f

大队的时间，两人为（谈论思想、漫步穿过附近“美 HIj如画的小山和树

林” 除f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外、男爵还热心］．进少的政治思想．激发了

马克思对法国空想社会r义者圣内门的人格和茗作的兴趣

亨利希·马克思赞同儿子热爱男爵｀同时伟诫他：“你是幸福的，像你

这样年纪的年轻人能得到这样的幸福是少有的．在你刚踏上人生的－个屯要

历程的时候就找到了朋友，而且是一个比你年长又比你老练的可敬的朋

友....你能不能对这个朋友信守不渝．水远做个无愧千他的人，这将是对你

的性格、你的才智和心肠．尤具足对你的道惊的最好考验”“ 马克思对男

爵的友好心怀感激之1们以罕丁 l841 钉把博 K论文热悄洋溢地献给了他：

我敬爱的父亲般的朋友，请您原谅我把我所爱慕的您的名字放在一.......... 
本微不足道的小册子的开头。我巳完全没有耐心再等待另一个机会来向

您略表我的一点敬爱之意了。

我希望一切怀疑观念的人，都能像我一样幸运地颂扬一位充满青春

活力的老人。这位老人用真理所固有的热情和严肃性来欢迎时代的每一

进步；他深怀着令人坚信不疑的、光明灿烂的理想主义，唯有这种理想

主义才知道那能唤起世界上一切心灵的真理；他从不在倒退着的幽灵所

投下的阴影前面畏缩，也不被时代上空常见的浓云迷雾所吓倒，相反的．

他永远以神一般的糟力和刚蔽坚定的目光，透过一切风云变幻，看到那

在世人心中燃烧着的九重天。您，我的父亲般的朋友，对于我永远是一

个活生生的证据，证明理想主义不是幻想，而是真理。[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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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生时代

1835 年 10 月，马克思刚过 17 岁不久，离月家庭去读大学。)J1 时他

全家出动，清展四点钟起床｀到汽船码头送他。船航行f l6 个小时，经

摩塞尔到科布伦茨；第二天在那甲换乘－艘船顺山莱茵河到波恩；第三

天他注了册，成为波恩大学的一名法律系学生。弓克思由冯·威斯特华

伦激发的对浪漫主义的热悄－这在－定程度上代替了家庭和原来学校

的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粘神-随祈仵波恩的－ －年而增加了，波恩城市

本身并不比特利尔大多少，但足这所有 700 名学牛的大学却是莱茵地区

的思想中心、那里的主流思想是彻底的浪漫主义，最受欢迎的讲座（马

克思参加了）足年长的奥·威·施勒格尔所做的有关哲学和文学方面的

一般而言，几乎不谈论政治：这所入学和德国具他大多数大学一样，经

历了 19 世纪 30 年代初的自由白说和反政府运动浪潮，但这巳经完全被

铅压 r 。马克思第一年以极大的热悄投入了学习，报名选了九门课程，

后来依父亲的建议减到六门：其巾＝门是文学课秤。他第一个学期末报

告说他怀着热情专注地完成了所有的六门功课。但是｀第二个学期山于

过度劳累，在 1836 年初就生病（，他把课程减到四门，花在正规学习上

的时间大大减少了。

父亲一直抱怨儿子没能和家里保持联系，把在校学习的情况告诉家人：

他离开家入到波恩三个星期没有一点消息，后来三个月中只给家里写过两

封短信。他还花钱一直超过家庭的支付能力 这是他一生的特点。第一

学期，马克思与来自特利尔的颇受尊敬的学哲学的校友（早他一年入学）

同室，成为 30 名特利尔同乡会会员之-..并且很快成为五名领导者之一。

该会的活动主要是喝酒。马克思完全进入了这种生活，以至因为＂喝酒的

吵闹声扰乱了夜间的平挣＂ 1” 而被学校关禁闭，虽然只有 24 个小时。学校

的＂监禁室”远不那么令人难受，囚为被监禁者的朋友有权去召望他，和

他一起喝洒、打扑克，帮他消磨时间 1836 年，来自特利尔的学生和波路

西亚－可普学生会普鲁士年轻的贵族学生之间在校园甲发生f争执 9 后来一

度发展为公开的打斗， 1836 年 8 月，马克思在一次决斗中左眼上方受了伤。

他还由千”在科伦携带被禁止武器””，被批评并被告到学校领导那里，

但巾件的调查不了了之。

不再喝酒和决斗之后｀马克思大部分时间用来创作诗歌，并参加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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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志同道合者的俱乐部 该俱乐部很可能有些政冶色彩：卡尔·格律恩，

未来“真正的＂仕会［义的一位奠丛者｀足具会员之一；俱乐部处在警察

的监视之下，并且与同样陂怀疑的其他大学诗歌俱乐部有着联系已在马克

思给家入为数不多的信中，他习惯附上自己的、却令他的父亲无法理解的

作品。当儿f要出版费用时，他符告儿子：虽然你的诗歌“天分着实使我

感到高兴，对它我寄f很多期望，但是，如果召到你成了·个平庸的诗入，

我会感到伤心的＂气＂。学年结束前，亨利希·马克思认为在波恩一年已经

足够，他的儿子应该转到柏林大学C

但在马克思出发去柏林前，又－个问题出现f:“在波恩的胡闹刚结

束＂，亨利希·屯克思 1836 年罚假给他写信：“你的侦务一说真的，数目

可不小一一刚偿洁，那爱的折磨立刻又令我们忐惊地开始了 “56] 。燕妮和

卡尔最早在孩童时候就一直是朋友c 燕妮有着深褐色的头发，碧蓝色的眼

睛，在特利尔备受限口．壮至被选为舞会女王。年轻的马克思一一把自己

描写为＂一个真正热烈的罗兰 ”57]一是f个不懈的追求者：在马克思离

开特利尔去波恩前，他们之间默契相许. 1836 年夏天，这种默契变成了正

式婚约 从当时的风俗来看，这种婚约极度不了｝常：马克思只有 l8 岁，燕

妮大他 4 岁，而且他们的社会地位也有些悬殊。开始时只有马克思的父母

和他的姐姐索菲娅（达对恋人的牵线人）知道这个秘密匕燕妮的父亲 1837

年 3 月同意（这件婚书，咭克思的父母（平少在开始时）并不很热衷于这

种结合；他们与燕妮的家庭也一直有若“数年来不必要的和令人心累的冲

突”“ 马克思后来激烈反对他女婿在报纸上的声明，这种来自威斯特华

伦家的反对是基千反犹太主义、”“冲突很可能源于对方一些家庭成员根本

的反对态度）

1836 钉 10 月马克思离开特利尔前行柏林，追求燕妮（如果还是半秘

密状态的话）的成功强化 r他对浪漫主义和诗歌的兴趣 柏林这个首都

城市几乎在所有的方面都和波恩形成鲜明的对比。恩格斯后来回忆起柏

林的时光，生动地写逍：那里”有刚刚诞生的资产阶级，有口头上勇敢，

但行动上懦怯的奴颜婢膝的小市民，有还极不发展的 I一．人，有大批的官

僚以及贵族的和宫廷的奴仆｀我们知道它仅仅作为一个＇于都＇所具有

的一切特点 ”6们 确实，柏林是一个异常没钉传统根基的城市，它没有

长期形成的贵族阶级，没有纯粹的资产阶级，没有新牛的工人阶级。虽

然如此｀它有柏超过 300 000 的居民，足位扂纣也纳之后的最大的德国城

市。它有一所大学｀面积三怡千波恩入学，并且有着全然不同的氛围 n

早在 10 年前还是学生的费尔巴哈曾在信巾给他的父亲写道：“在这里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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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用不君考虑饮宴、决斗、集体娱乐之类的问题。在任何其他大学里都

不像这里这样裨遍用功，这样对超出一般学生之上的韦物感到有兴趣，

这样向往学问，这样安静。和这里的环境比起来，其他的大学简直就是
洒馆。”(61 l 

我们例外地很清楚马克思在柏林第一年的情况（在那里他要待四年

半），这要归功千保留下米的、他丐于 1837 年 11 月的一封给父亲的信（这

是在凌晨的烛光下写成的）。这是一封极为私人化的信件，在信中他用大鼠

篇幅叙述f他右刚过去的一年间的思想变化历程。

当我离开了你们的时候，在我面前展现了一个新的世界，一个爱

的一，而且起初是热烈追求的、没有希望的爱的世界。甚至到柏林去

旅行我也是淡漠的，要是在别的时候，那会使我异常高兴，会激发我去

观察自然，还会燃烧起我对生活的渴望。这次旅行甚至使我十分难受，

因为我看到的岩石并不比我的感情更佣强、更骄傲，广大的城市并不比

我的血液更有生气，旅馆的饭食并不比我所抱的一连串幻想更丰富、更

经得消化．最后，艺术也不如燕妮那样美。(62 J

一到柏林他不情愿地作了几个必要的拜访，接着就把自已完全隔

离起来，沉浸在科学与艺术中 c 抒怕诗的写作是他首要的题材；至少，

正如他本人所说：它是“最愉快最合意的 "r •]] 他在波恩和 1836 年秋

天在柏林写的诗歌没有保留下来。后来写的编为三本诗集： 《爱之书

（第一部）》《爱之书（笫二部）》和《歌之书》。这三本诗集都是献给

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的。据索菲娅·马克思记述，燕妮·冯·威斯

特华伦收到诗集＂掉下了悲喜交加的眼泪＂［＂。她终生都细心地保存

着诗集，虽然她的女儿劳拉记述说“父亲并不看重那些诗歌；每次父

母谈起它们，总是开怀大笑这些年轻时的荒唐行为"「65] 。社会民主党

历史学家梅林认为这些诗歌，除一首外，都是爱情抒情诗和浪漫主义叙

事诗。他在绝大多数诗歌丢失之前曾有机会阅读它们，对它们的评价：

”是地地道道的尚未成形的作品”的I~ 诗歌充满了毁言、海妖、对群星和

英勇骑士的歌唱，“没有浪漫主义特有的充满魅力的调子”67] 。马克思认

为，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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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尸一也

讯·兮一一·__

｝勺· ~^~ . 

.1一七． 4，父，
，一仁斗斗

#心

马克思的诗集《爱之书（第一部）》的封面

是纯理想主义的；其原因在于我的情况和我从前的整个发展 我的

天国、我的艺术同我的爱情一样都变成了某种非常遥远的彼岸的东西心

一切现实的东西都模糊了，而一切正在模糊的东西都失去了轮廓。对当

代的贵难、捉摸不定的模糊的感情、缺乏自然性、全凭空想编造、现有

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完全对立、修辞学上的考虑代替了富于诗意的

思想，不过也许还有某种热烈的感情和对蓬勃朝气的追求，一－－这就是

我赠给燕妮的头三册诗的内容的特点 '-'[bk]

这些保存下来的诗歌大部分是 1837 年上半年写的，另外还有戏剧性幻

想和幽默小说的片断。马克思试图出版部分诗歌，给《德意志诗歌年鉴》

的编辑阿德尔伯特·冯·夏米索寄去了一些诗稿，但是期刊已经付梓印刷

了。马克思虽然把诗歌献给了父亲，但这些诗歌不怎么符合父亲的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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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希·马克思甚至鼓励儿了努力甘一首长篇颂诗，一篇“应当能为普鲁

上增光......强调指出王国的天才......爱国主义的、热情洋溢的和渗透德意

忐精神的＂的1 颂诗。但马克思的榜杆足海涅、歌德和席勒，他的诗歌包括

了德国浪漫t义的．除政治上反进步和民族主义之外所有的著名主题。诗

歌充满了悲剧的爱屑把人类命运说成神秘力量的玩物。有若富有创造力

的、远离社会的同时又寻求志同道合者团体的艺木家常见的主观主义和强

烈的自我欣赏。作为对燕妮爱悄的结果：

我会毫不留情地把战挑，

让世界这庞然大物塌倒，

它自身扑灭不了这火苗u

那时我就会像上帝一样．

在这宇宙的废墟上漫步；

我的每一句话都是行动，

我是尘世生活的造物主。,71I J

其他一些诗表达了对无限事物的渴望和诺瓦利斯式的对死亡的热爱，

还有一些诗完全展现了神秘想象中的梦的世界。一系列典型的浪漫主义讽

刺手法用于这些审美的、理想主义诗歌．对诸如医生和数学家那样的＂庸

人”进行攻击，他们从事功利主义的职业，而这些职业的基础是有条理的、

理性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为了有助千写作，马克思大悄地摘录了莱辛的《拉奥孔》、佐尔格的

《爱尔温》、温克尔曼的《艺术的历史》。马克思有摘录他阅读过的一切书

籍的习惯（有时加上自己的评论），这种习惯保持终生；那些保存下来的

笔记本有益地推动了他思想的发展u 勹＇他还写了几章幽默小说《斯克尔皮

昂和费利克斯》．小说采用斯特纳的风格气后来他放弃了 接着创作的

《乌兰内奶》的第一场．是当时一部幽默惊险剧本．主人公是逐渐变老的

浮士德的不怎么成功的翻版。《乌兰内姆》也没有超出巨大长篇的第一幕

剧，这种幕剧包括了对爱情（在它所有的形式上）、死亡、毁灭和永恒的

激烈思考。”最后．有一首关于黑格尔的有趣的系列讽刺短诗，马克思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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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了黑格尔的傲慢和晦涩 n 在诗的第－节．他写道：

发现了最崇高的智谋，领会它深邃的奥秘，

我就像神那样了不起，像神那样披上晦暗的外衣，

我长久地探索着，漂游在汹涌的思想海洋里，

在那儿我找到了表达的语言，就紧抓到底。73

第二节讽刺短诗有若相同的主题，开始为道：

我教授的语言，在风云急变中已全被搅乱...…i741

最有趣味的是诗的最后升从

康德和费希特在大空飞翔，

对未知世界在黑暗中探索；

而我只求深入全面地领悟

在地面上遇到的日常事物。「75)
－一－ - - - -- - - - 

如果把它当成马克思本人的话，那么这段话的意义就会完全被误

解。 76 像前一节一样，它是“黑格尔”自己所讲的卞．观浪漫主义，是为马

克思所批判的，因为它与每日的现实联系得过分紧密了。马克思诗的整个

的主题是要对黑格尔作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批评，这在浪漫主义作家中是

一种普遍现象

概而言之，马克思在柏林大学伊始｀与中学毕业作文中表现的思想相

比，发生「巨大变化C 他不再为为人类服务的思想所鼓舞；不再关注千要

把自己安四在一个可以最好地为这一崇高理想而献身的位置上 相反，

1837 年他的诗歌却早现出了对离群索扂天才的崇拜和对抛开了其他人的个

人人格发展的内在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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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浪漫主义诗歌的强烈爱好无疑由于和燕妮关系的紧张以及未

来的不确定性增加了。在燕妮父母还不知道他们订婚期间，燕妮从根本上

就拒绝与她的未婚夫通信 “我已得到你的燕妮的无限信任“，亨利希·马

克思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但是这个苦良的、招人喜欢的姑娘『肖在受症

苦的折磨勹—一－她生怕会对你不利，会使你过分劳累，等等，等等，不一

而足。使她感到苦恼的是，她的父母什么也不知道、或者像我认为的那样，

什么也不想知道。她自己也无法解释，她自认为是一个蛮有理智的人，怎

么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悄.,"他建议儿子附一封给燕妮的信，应当“充满

温情和纯真的爱情．．．．．．但信中也应节明白述说你们的关系”，信中一定

“不要充满诗人的幻想”i7R1L

最后马克思终于决定应该给男爵写－封信，表明自己的打算；同时给

自己的家留了一周时间用来观察男爵收到这封信的反应．以使他的父亲尽

力保证婚约被顺利接受。燕妮本人甚至在她父亲同意了婚约之后，还异常

忧虑，她巳过了她那一阶级的大多数女孩f结婚的年龄。亨利希·马克思

写道：“她有一种认为没有必要写信的想法......但是．这一切对串情又有什

么和干呢？你可以相信，就是公爵也不能把她从你手里夺走的，一这一

点我深信不疑（而你知道，我不足·个轻信的人） 她的整个身心都献给

你了•, • •. •" I 19 燕妮解释了她的心理．

我不能保有你现在这种带有青春狂热的爱情这一点．我从一开始便知道

了，还是在有人向我冷静、巧妙而理智地分析之前、我就深深地感受到了。

唉，卡尔，我的悲哀在于，那种会使任何一个别的姑娘狂喜的东西，

即你的美丽、感人而炽热的激情、你的规妮动听的爱情词句、你的富有

幻想力的动人心弦的作品一一一所有这一切．只能使我害怕，而且，往往

使我感到绝望0。我越是沉涌于幸福，那么，一旦你那火热的爱情消失

了，你变得冷漠而矜持时，我的命运就会越可怕．．．…正因为这样，卡尔．

你的爱情并没有从我身上得到它实际要得到的东西：对它十分感激，完

全为它所迷恋。所以，我常常提醒你注意一些其他的事，注意生活和现

实，而不要像你所喜欢做的那样整个地沉浸、陶醉在爱的世界里，耗费

你的全部精力，忘却其余的一切．只在这方面寻找安慰和幸福。心］

Q) “绝望”，英文表达为 uncer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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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亨利希·马克思偶尔也开始后悔同意了他们的婚书，尽力给儿了

一些合理的建议｀而这些建议他的儿f显然不会采纳：

-
你用诗人所特有的那种在爱情上的夸张和狂热的感情．是不能使你

所献身的那个人得到平静的｀相反，你倒有破坏她的平静的危险。只有

用模范的品行，用能使你赢得人们好感和同情的大丈夫式的坚定的努力，

才能使情况好转，才能使她得到安慰，才能提高她在别人和自己心目中

的地位……她为你作出了难以估量的牺牲－她表现出的自制力，只有

用冷静的理智才能衡量，．．．．．你应当证明．你虽然年轻．但是一个值得社

会尊敬、很快就会使世人折服的堂堂男子。l81

在父亲的建议和柏林大学整体氛围的影响下，马克思的浪漫主义时期

没有持续很长时间q诗歌，甚至在柏林大学的第一年，也不是他唯一的兴

趣。他还广泛阅读了法学著作，并且感到要“专攻哲学”，心。在柏林大学

法律系，爱德华．甘斯代表若进步的黑格尔派的立场。马克思第一学期听

f他的讲座。甘斯足受洗的犹太人，自由主义的黑格尔派，他以才华横溢

的讲座方式详细阐述了黑格尔历史发展的理性思想，这种讲座就是特别强

调意志自由的因素以及社会问题的过要性。甘斯赞同 1830 年的法国大革

命，提倡英国君主政体，动悄于圣西门思想，并且渴望找到一种办法来解

决“无产阶级与中产阶级的冲突＂, l 8lJ反对派即法的历史学派的观点的代表

人物是卡尔·冯·萨维尼，咭克思也听f他的讲座巳法的历史学派宣称，

法律的根捉足在人们的风俗和传统中，而不是在立法者的理论系统中。这

种观点把法律与历史紧密地联系起来了，但是带有必然的反进步的色彩，

即在看待过去的时候，强化了历史系统发展的基本原理”当时的普鲁士

没有公开的政治讨论，法国大革命的主张和继之而起的反对进步的主张之

间的冲突在当时法律系的这种争论中进行着公开较低。

因此，毫不奇怪，马克思想通过他的法律研习进行哲学思考。他认为

这两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试图创造出一种法的哲学。他为这一哲

学写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导言．在放弃之前整部著作写了 300 页。在这一形

而七学的导言中．他不能克服的一个特别的问题是现实的东西和应有的东

西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是唯心主义所固有的；它义成了拙劣的、错误的

划分的根源。开头我搞的是我慨然称为法的形而上学的东西，也就是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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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任何实际的法和法的任何实际形式的原则、思维、定义，这一切都是按

费希特的那f差，只不过我的东四比他的更现代化、内容更空洞而已”85 1 。

正足现实的东西和应有的东和之间的这种巨大差距、使呫克思后来考虑用

黑格尔哲学来克服。第勹个反对构造的形而上学体系的意见足它“数学的

教条化”。马克思认为，康德和费希特的体系当时极大地启发『他的思想，

但是也存在阴显的缺点：它们足抽象的体系，像几何学一样，由公理到结

论。相反，“在生动的思想世界的具体表现方面，例如，在法、国家、自然

界、全部哲学方面，情况就完全不回：在这里，我们必须从对象的发展上

细心研究对象本身，决不应任意分割它们“俨86] 。接若丐克思制定了他的法

哲学的详细大纲，其中包含着他论文的第二部分。他对这种划分不满意的

主要原因似乎是它本质 L的空洞，正如他所说，像是一张书桌，他后来在

它的抽屉里装上了沙千）

吁努力探讨实体的私法时，他认识到了他所从11工作的错误：

在实体的私法的结尾部分，我看到了全部体系的虚假，体系的纲目

近似康德的纲目，而执行起来却完全不是那样。这又一次使我明白了，

没有哲学我就不能前进勹这样我就必须怀着我的良知重新投入她的怀抱，

并写了一个新的形而上学原则的体系，但在这个体系的结尾我又一次不

得不承认它和我以前的全部努力都是不恰当的． M7]

这样，第一学期将近结束了，他以写诗歌的方式躲避以前所讨论的哲

学问题：

到学期终了，我又转向缪司的舞蹈和萨蒂尔的音乐。在我寄给你们

的最后一册笔记中，理想主义渗透了那勉强写出来的幽默小说《斯科尔

皮昂和费利克斯》，还渗透了那不成功的幻想剧本（《乌兰内姆》），直到

最后它宪全变了样，变成一种大部分没有鼓舞人心的对象、没有令人振

奋的奔放思路的纯粹艺术形式。{881

但是、这项工作．在揭示了诗歌的可能性的同时，使马克思不可能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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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进行诗歌创作（：“只是在最近的一些诗中．才像糜杖－击一~哎呀！

这一击起初真是毁灭性的一突然在我面前闪现 r －个像遥远的仙宫一样

的真正诗歌的王国．而我所创作的一切全都化为灰焊＂ R9 J

空不奇佯，这时期常常足通宵达且在几个领域中紧张的脑力劳动以

最后的重病告一段洛。马克思似乎山于肺结核的坐延而逍受着极大桶苦、

而这种疾病已纤使他的许多家庭成员遗遇不测：第勹年马克思的服兵役

”由于肺部虚弱和大队的周期性出血”被推迟c 1841 年他的兵役被永久取

消，而且｀，由于肺部的敏感性 ”,90］，他被认定力身休极度虚弱。医生建议

他换换环境｀千是马克思去f柏林附近的斯特拉劳小村庄 在这里他的思

想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 ｀＇帷幕降下来了、我最神圣的东西已经毁了，必须

把新的神安咒进去。我从理杞主义曹一顺便提才是，我曾拿它同康德和

费希特的理炬主义比较｀并从其中吸取旮养，一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

思想。如果说神先前足超脱尘世的，那么现在它们已经成为尘世的
计1心勹',91

马克思，这位康德和费希特的追随者，拚认为最高的存在是脱离尘世

的浪漫主义的主观卞义者，先前曾反对黑格尔概念性的理性主义。但是现

在，观念似乎内在千现买之中仁马克思先前“读过黑格尔哲学的一些片

断．我不喜欢它那种离奇古怪的调f-., (92' 现在他不得不转向黑格尔哲学

以便解决他的精神危机．这种转向很深刻，也佷突然｀这很可能是马克思

整个一生思想发展中最重要的一步心不论马克思多么激烈地批判黑格尔、

指责他的唯心主义，并尽力使他的辩证法”用双脚｀.,'[地．但他是第一个

承认「自己的方法 I气接源千他的这位 l9 世纪 30 年代导师的人，

黑格尔哲学在柏林占据着统治地位，从 l818 年至 l83 l 年他逝世，一

直都占据笞这里的哲学宝府。山康德所阐述的人类理性核心出发，黑格尔

把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尤其是费希特和谢林的哲学主题（内在性、发展和矛

盾）结合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休系。“黑格尔哲学的巨大功绩＂，恩格斯写

道：“黑格尔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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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匕黑格尔从这样的一种信念开始，正如他谈到

法国大革命时所说，“人类存在的核心在他的头脑之中，也就是说，在理性

之中，在理性的启迪之下，他筑起了现实出界勹在他极为辉煌的著作

《粘神现象学》中，黑格尔追溯了粘神的发展．把丿力史运动再次引入哲学，

并且断言人类精神能够获得绝对知识 他分析（人类意识的发展，从直接

的这一个的感觉发展到自我意识阶段，悟性使人类能够分析世界，并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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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规范自身的行动 接若足则性自身的阶段一押解现实，之后．粘神经

山宗教和艺术的形式荻得了绝对知识。在绝对知识阶段，人类又在世界中

重新认识了自身理性n 黑格尔称这些不同的阶段为＂计化”曼它们是人类

粘神的创造物，但又被认为足独立的并扁千人类粘神。这种绝对知识回时

也是人类精神的一种缩影，因为每一个连续发展的阶段超越以前发展阶段

的同时又保留石以前阶段的婓素。这．既克服又保留的运动，黑格尔称之

为“扬弃＂，这个单词在德语中行看双正的意义。黑格尔还讨论f气早沁L.

的力目＂．认为任何一种事物的现存状态勺它将要成为的中物之间永远存在

茬一种张力 任何韦物的现存状态在这种被合在的过程巾，会向其他书物

转化 这一过程黑格尔称为辩证法。田

面对这种哲学显而易见的吸引力，咱九思开始通过写作澄柏臼己的思

想－这是他以前所采用的，曲且后来也多次使用的方法 a 他写了 24 页的

对话，题口是《克莱安泰斯、或论哲学的起点和必然的发展》。为此，他

力图使自己熟悉自然科学、历史，并研究」飞射林的茗仵r 乃克思的这一对

话作品结尾转向 r黑格尔哲学：“我最后的命题原来是黑格尔休系的开端、

而且由千写这部著作......我费f很多脑筋…．．这个在月光下抚养大的我的

可爱的孩了，像欺诈的海妖一样，把我诱入敌人的怀抱。”,9,] 这样，马克思

经历了从康德、费希特、谢林到黑格尔这－与德国占典哲学本身同样的发

展过程。

马克思放弃他浪漫的唯心主义，然后把自己移交给“敌人＂．这一转

变过程是极为根本的，也是极为痛苦的。他描述了这一转变的直接结果：

由于烦恼，我有几天完全不能够思考问题，就像狂人一样在“冲洗

灵魂，冲淡茶水”的肮脏的施普雷河水旁的花园里乱跑，我甚至和我的

房东一块去打猎，然后又跑到柏林去，想拥抱每一个遇见的人……我的

徒劳无益的脑力劳动引起烦躁心情，由千不得不把我所憎恶的观点变成

自己的偶像而感到苦恼，我生病了。［如

马克思向黑格尔的转变首先通过从头至尾地阅读黑格尔的茗作完成仁

在生病期间，他“从头到尾读了黑格尔的片作．也读 r他大部分弟子的著

作＂；接下来，参加了一个黑格尔派的讨论小组：“山于在施特拉劳常和朋

友们见面，我接触到一个｀博士俱乐部｀．其中有几位讲师．还有我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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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最亲密的柏林朋及作滕堡博 I, 这里在争论中反映了很多相互对立的观

＇，炽，而我同找粔避丿T 的现代世界哲学的联系却越来越紧密了 “97) 这个俱

乐部定期在先瞥市场的施特黑利的一个咖啡馆聚会，后来在成员的住宅里

聚会，该俱乐部饮洒、咕闹，形成f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聚某点，占

青年黑格尔派从宗教领域（这个领域比政治要安全得多）开始展开了

对当时的正统思想的攻，lL 在这里，黑格尔传承下来的思想变得模糊n 在

他那里，宗教与哲学一起，成为人类精神生活的最商形式＿示教（通过宗

教，终生保持若路德教信仰的黑格尔，表达了某督新教是最高和最终的宗

教形式的思想）是绝对粘神返回到自身c 宗教内容与哲学的内容相同，虽

然它们进行理解的形式不回，囚为哲学运用棍念，而宗教运用想象。这些

不能令人满意的想象物只能捉供片段和不确切的哲学理性思维的知识。但

足宗教可以通过宗教哲学与哲学联系起米，黑格尔认为宗教想象的具体教

条内容是绝对粘神发展的必然阶段。宗教哲学在一种更高的层次上解释了

质朴的信仰和批判的理性。因此．黑格尔拒绝I 18 世纪理性主义者的观

点，即认为宗教不合适地做 r 只有科学才能｝胜任的［作；在他看来，宗教

（或者他对宗教的哲学性阐,ff)满足若人类不间断的心理需要，即要有一

种关于自己和这个世界的想象，并通过这个想象来给自己定位。 98 i 

虽然在黑格尔去出后屎早的几年甲黑格尔派足统生的，并在德国大学

中拥有受人尊币的地位 但足 19 世纪 30 年代末期，在关于宗教的问题上，

它已经开始分裂成两派 保守派奉行“现实的都足合理的＂的口号，把传

统宗教的内容行作作理忤的空无；而激进派则反对保守派的安于现状，这

种不满意味着要摧毁宗教内容中视为珍宝的、而当下认为是陈旧的教条。

这一切内容都必须经过进步的理性的检验，而这种理性并不是（正如黑格

尔所说）只能“用灰色描画出灰色”，因此只能重新认识已经存在的事物。

这位大师还认为一个在思想中得到理解的时代已经在时间上超越它当时的

时代了；激进者因此得出f结论，即对宗教的理解本身甚至已经修改了宗

教的内容，同时宗教的形式则变成了纯粹的神话。这场争论开始于 1835 年

大卫·施特劳斯《耶稣传》的出版。施特劳斯没能从福音记述中概要地勾

画出历史上的耶稣，他把这些福音记述看成只不过是存在千原始基督教团

体中的弥赛亚观念的表达、是神话，不能看成真正的历史记述 青年黑格

尔派的争论一开始足神学上的，这是很自然的：黑格尔派的大多数成员都

首先对宗教感兴趣；普鲁士政府的态度使得政治是－个极为危险的争论话

题。然而同意德国教会的当权和宗教与政治的密切联系，这就不可避免地

使宗教批判运动迅速转变为世俗化的政治性反对运动。正是作为这一疾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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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的一员（这一运动的中心在柏林的博上俱乐部），马克思首先开始阐

述了他有关哲学和社会的观点。

博上俱乐部的一位成员写逍：“这个朋子是一些有抱负的青年人，他们

人多已经五成了学业。那里充满着的理想主义、对知识的渴望和自由的粘

神，依然彻底地奻舞着那个时代的行年人。在这些聚会中．我们大声朗读

并评判我们创作的诗歌和文汽，但是我们最多的精力仍然是致力「黑格尔

哲学......”［叩．在马克思几个比较亲密的俱乐部朋友中，阿道夫·伯滕堡作

为地理学教师新近被解职，当时在新闻出版业谋生；卡尔·科本是名历史

学教师，他后来被公认为有关佛教起源问题的专家。科本 1840 钉出版了

《弗里德里希大帝和他的反对者》：这部茗作献给f马克思，这是－本颂扬

弗里德里希和启蒙运动原则的茗作 3[1”“ 俱乐部的领路人是布售诺·鲍威尔｀

他从 1834 年就一直在柏林大学讲神学课、足马克思接下来的四年中最亲密

的朋友。 IOI 当时有人这样来描写他：“高耸的几梁，尖尖的毋子引人注口地

突出行，前额高高隆起，口形优美；体形几乎就是拿破仑式的。他是一个

非常果断的人、冷峻的外表之下是火热的内心_,他不容忍任何反对意见，

因此将很快成为自己内心信念的殉难者，，＂ 10? 鲍威尔的专门研究领域是新

约批判、他在这个领域立下了不可肘灭的功勋＂

马克思似乎已经成为俱乐部活跃的中心人物。埃德加尔·鲍威尔（鲍

威尔的弟弟）在一首关 F俱乐部成员的讽刺诗中这样描写马克思：

是谁风暴般地奋勇前行？

一位自由魔怪，来自特利尔的蚴黑身影．

似乎 想要抓住天空使它葡匐在地，

他自信的步履敲击着地面

震怒的双臂直指苍穹。

他似乎 于万恶魔攫住身体

摄紧可怖的拳头狂奔不停。110]

科本称他的朋友是＂ －个真正的思想的宝库，一个真正的思想的工

厂＂．认为布鲁诺·鲍威尔的《我们时代的基督教状况》一青年黑格尔

派第一篇直接谈论政治的文章一大部分借助了马克思的思想”...』同时马

克思一直保持着的博士俱乐部故意玩世不恭的生活作风，使得他越来越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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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他的家庭。当他的母亲只是劝劝他适度地消费浩、咖啡和胡椒粉时，他

1837 年 l1 月的长篇＂告臼＂引来f父亲异常辛辣的回信：

圣明的上帝！！！杂乱无章，漫无头绪地掷蹋于知识的各个领域，在

昏暗的油灯下胡思乱想．蓬头乱发，虽不在啤酒中消磨放任，却穿着学

者的睡衣放荡不羁；离群索居、不拘礼节甚至对父亲也不尊重。与外界

交往的艺术仅限于一间肮脏的房间，在那里，也许在异常混乱的情况下，

燕妮的情书和父亲的可能是噙着眼泪写的、善意的告诫……难道在这么

一个荒唐的、漫无目的的知识作坊里．你和你所爱的人神志清爽的果实

能成熟吗？……我们可敬的儿子不顾一切协议，不顾一切惯例一年花了

七百塔勒，好像我们是阔佬，可是，就是最富有的人花的钱也不超过

韦实上，有关马克思大学生活的最后－份资籵宣称他曾｀｀几次求债＂，

并表明他在校的 5 年中平少改了 10 次地址

1838 年 5 月由千父亲的去世，马克思与家庭的联系更少了。尽管马克

思与父亲意见不同，但他却一直保持粹对父亲的热爱：“他从来都是不知疲

倦地谈论他“，爱琳娜写道、“他一直带竹他父亲·张上（年纪的、用古老

照相术所拍的照片。他从来不把照片让陌生人肴，他说是因为它已经很不

像原来的样子f "[IO6 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把这张照片放在了他的灵柩

里七，亨利希·马克思的去世自然使马克思家庭的收入大大减少，这也导致

f冯·威斯特华伦家困难的增加，他们家的．一些人似乎．直完全冷落亨利

希·马克思n 10' 当时马克思的兴趣开始明确地从法律转向哲学 a 在 1837 年

11 月他写给父亲的信中提到了他正成为助理法官的可能性，而越来越多地

考虑要放弃在大学止式任职这一问题。 1」斯 l839 年去世。在柏林的最后三

年里，马克思仅参加听过两门课：一门是布鲁诺·鲍威尔讲的关于《以赛

亚书》；另一门是关于欧里庇得斯的戏剧。马克思已经完全放弃了诗歌写

作，当时(J 839 年）希望贿给燕妮更多的讨歌，他就极明智地从新近出的

两本诗集中摘抄了几首，，

随着来自家庭的援助日益减少、 1占克思选择职业变得极为紧迫，学术

界似乎能够提供一个立刻行之有效的前娱 布价诺·鲍威尔在信中给他写

道：“如果你献身于具体性的职业，那将足愚猛的。当前，理论是最富有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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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t'I 的职业、我们根本个能预籵它将在多人程度 1一．成为实际｛］用的". 10“ 。

1839 什t]J、办克思出于取得大学忻学讲帅职位的阳甚决定若手写作博士

论义）他攸向］二在波恩勹仵，鲍威尔 1h f-他激进的观，贞受到越米越多的攻

出，出千教育部的月：力已被迫转到波恩。整个 1839 年和 1840 年初．马克

思直，h,. F为博上论文而阅读和作摘录 他给这些笔记起的总的标题是

《伊壁鸠仵哲学》书同时，还阅读『黑枯尔、亚里士多德、莱布尼次、休误

和埭他，这些准备笔记的内容仆常广泛．i步及的问题有伊壁鸠彴主义和斯

多葛主义之间的关系、1')i)]什析学行者的观念、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有关宗

教的观点以及后黑格尔忻学的前以。

马克思博 K论文的选匙受到百年黑格尔派（尤其是鲍威尔和科本）对

业电上多德之后的希腊哲学共同兴趣的影响匕有两个原因可以解释这一兴

趣：首先鲁在黑格尔的“总体哲学”之后、忭年黑格尔派感到他们处在与

亚甩士多德之后的希腊衵回的怕形；其次．他们认为亚里上多德之后的哲

学包含现代思想的本阮荌素：它们贞定了罗呫帝国的折学基础，深刻影响

f早期基督教逍德． I口］时还含钉 18 111；纪启蒙运动坪性 K义的显拧特征r 同

样对心克思而，．｀、斯多葛派、怀疑派和伊壁鸠彴派哲学是“罗马粘神的原

刑｀ RIl 希腊迁移到罗呫-的那种形态', l的 L 它们是“充满了特殊性格的、

强介力的、永恒的本质．以致现代世界也府该承认它们的充分的粘神上的

公民权”III('· ，心克思在论文序言部分切继续写逍·”在就体系的广博程度来

说已接近完成的柏拉图和浙甩上多德哲学体系之后，出现了一些新哲学体

系，它们不以这两种 I'-，点的粘神形态为依据，而是远远往上追溯到最简单

的学派：在物理学方匝轧向自然哲学家，在伦坪学方而转向苏格拉底学派，

难过这不足值得注，狂的现象吗？””“总而言之．马克思选择这一题目是想通

过考察希腊哲学历史上相似的时期来阐BJ] I片代的后黑格尔哲学境况。

丐克思的论文准备笔记很晦涩．部分原因是这只是私人化的笔记，部

分原因是这些笔记常常使用，li年，I．R格尔派所具有的生动比喻性语言，青年

黑格尔派认为他们生活仵充满危机、灾难 II 益迫近的整休氛围中。例如，

仆d＇：诺·鲍威尔（咱克思在写论文期间与他保持着经常的通信联系） 1840

年写逍：“我们的时代变得越来越可怕、越来越美丽”『112: _,又说： ＂灾难将

足可怕的，而且一定是巨人的 r 我几乎要说它将比被预言的基督教在地球

图以巾的出现这一中件史入、史 IlftfK”,IIl，马克思笔记中最有意义的段落是

(1) 这甲勹巾文版有山人 中文版巾下们这段话十足在序：店部分，面是在论文的第一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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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论述的黑格尔的世界哲学之后的哲学氛围·,他＇古称、当前哲学已经到达

f一个转折点：“像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来大火之后开始召地上盖屋安家那

样，哲学把握f整个世界以后就起来反对现象世界 e 现在黑格尔哲学正是

这杆 ”[114；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折学正是由 F它的完侬性和普遍件，从而具有

非现实性、并且反对行这个继续被分裂的世界u 因此，哲学本身分裂仁

“这个哲学的能动性也表现得支离破碎，自相矛盾：哲学的客观普遍性变成

个别意识的］三观形式，而哲学的生命就存在J：这些卞．观形式之中 但是不

应对达场继伟大的世界哲学之后出现的风暴，感到惊慌失措～普通竖琴在

任何人手巾都会响；而风神琴只有节暴风雨敲打琴弦时才会响。”(II< 马克思

继续写迅： ＂撇开这种必然性就不可能押解，为什么｛l 亚里士多德之后还能

够出现芝i若…．．．＂

需要的足一种彻底的力向性41,变：

在这样的时代，模棱两可的智者们的观点同全体统帅们的观点是对

立的。统帅们认为，裁减战斗部队，分散战斗力量并签订符合现实需要

的和约，可以挽回损失，而泰米斯托克利斯在雅典城遭到毁灭的威胁时，

却劝说雅典人完全抛弃这个城市，而在海上，即在另一个原素上建立新

接养，马克思认为在这样的时期会出现两个可供选择的替代：要么无

力地模仿以前的东西；要么进行真正的彻底的变革：

我们还不应该忘记，在这些大灾难之后的时代是铁器时代一如果

这个时代以伟大斗争为标志，那它是幸运的；如果这个时代像艺术史上

跟在伟大的时代之后跋行的那些世纪那样，那它是可悲的，因为这些世

纪只会从事仿造：用蜡、石膏和铜来仿造那些用卡拉拉大理石雕刻出来

的东西，就像帕拉斯·雅典娜是从诸神之父宙斯的头颅中出来的一样。

但是继在自身中完成的哲学及其发展的主观形式之后到来的那些时代具

有宏伟的特点，因为形成这些时代的统一性的分裂是巨大的。于是继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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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葛派、怀疑派和伊壁鸠鲁派哲学之后来到的就是罗马时代。这些时代

是不幸的铁器时代、因为它们的诸神死去了，而新的女神还命运莫测．

不知是一派光明，还是一片黑暗。 117]

在这篇论文的序言中，马克思简明地叙述了以前对伊壁鸠仓哲学的错

误解读，并指出了黑格尔论述这一时代时存在的不足，，接着马克思补充了

一段话，赞美了哲学对于—切其他学科，尤其对于神学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马克思引用了休谟的话：“对哲学来说．这当然是一

种侮辱：叫它的最高权威本应到处被承认时，人们却迫使它在每一场合为

自己的结论作辩护、并在被它触犯的艺术和科学面前替自己中辩。这就令

人想起一个被控犯了背叛自己臣民的叛国罪的国王。叫 IIH1 因此马克思从他

自己的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立场出发批评了大师G对哲学和宗教的调和。

他继续写道：

哲学．只要它还有一滴血在它那个要征服世界的、绝对自由的心脏

里跳动着．它就将永远用伊壁鸠鲁的话向它的反对者宣称： ＂渎神的并不

是那抛弃众人所崇拜的众神的人，而是同意众人关于众神的意见的人。”

哲学并不隐瞒这一点。普罗米修斯承认道：老实说，我痛恨所有的神，

这是哲学的自白，它自己的格言．借以表示它反对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

神，这些神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 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

的自我意识相井列。 119)

这种“自我意识”是青年黑格尔派．尤其是布鲁诺·鲍威尔，阐述的

哲学的核心概念。对他们而言，人类自我意识不断发展，认识到它原本认

为从它自身分离出去的力址（例如宗教），其实是它自身的创造物。因此，

自我意识的任务和它的首要武器，忻学批判，就是揭示出来与入类的这种

自我意识的自由发展相对立的一切力社和观念u I I凶

对门找意识哲学的这种热悄反映在论文的主体中，在这里，马克思通

过与伊壁鸠鲁自由伦理的对比，批判了德谟克利特的机械决定论。(121 」德谟

克利特，色古斯的阿布德拉人，在公兀前 5 世纪末以他的原广和虚空理论，

Q) 指黑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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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之前 200 年的希腊物即学进行了思考总结 c 伊壁鸠售教育了以后一个多

世纪的雅典城（片时雅典的显岩特｝炽是后亚历山大时代将遍的社会混乱），

被认为提供『个人们为准则 ＇ 2: 马克思用一种石似矛盾的态度开始了对这

两位哲学家关系的叙述：伊壁鸠彴认为所有表象都是客观真实的，但同时

由 F他希叩保留意忐自巾，从而台认了世界受永但规律的支配，这样实际

上似乎是拒绝了自然的客观贞实竹。另．方［旬，吃谟克利特非常怀疑表象

的真实件．但仍然认为出界受必然性支配己以此｀马克思正确地得出结论

说、伊壁鸠价的物理学实际上仅仅是他伦理学的－个部分。伊壁鸠鲁不是

就像舟§人认为的那样伞只不过昭抄f德改克利特的物理学，而是把自主

性观念引入了原臼互动。伊壁鸠们把·个人类总忐起作用的富有生气的自

然界加到（德谟克利特的受机械规伴支配行的单调沉闷的自然界上。因此

马克思倾向伊壁鸠彴的观点有两个原因：首先．他强调了人类粘神的绝对

自主性，它把人从－切超验对象的迷信中解放出来；其次，对“自由个体

的自我意识＂的强时为入们指出（一条超越“总体哲学“体系的道路。

马克思赞美的止足伊堕鸠价思想的这种最重要的自山因素。在几年之

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称伊壁鸠彴为＂占代真正的启蒙思想

家 ”12`＇．并且在以后的许述中经常用类似的语句捉到他。对伊壁鸠鲁的这

种热爱也可以在论文的附录巾肴到，附录攻，ji f忤彴塔克．特别是《论信

从伊壁鸠代哲学不可能们幸福的生活》的文痄＇2,1 I ;通过对普售塔克论点的

独立论述，马克思证明（之后的柜反结论．虽然节时这荌作极为枯燥的阅

读｀并且常常用．种不适节的微妙的黑格尔立场来解释古人的思想，但是

马克思的论文仍然足一部深刻的创造性的件作。对论文的质量有很多极高

的评价，其中竹个勹逍．．．行到他考虑」'、L1 时可以得到的如此多的材料几乎

令入震惊＂ 12, 0 

在这几年中，书克思不仅仅忙 l 勾论文 他关注的另一个问题同样反

映了吉年黑格尔派氛围和博七俱乐部的多次讨论焦点。他曾打算编辑文学

评论臀并受到极大鼓舞： ＂囚为通过大学讲帅鲍威尔（他在黑格尔学派蒋

名美学家巾起重大作用）和我的同伴售滕堡博上的帮助，所有黑格尔学派

著名美学家答应撰稿｀＇［ 120 1 但马克思为义学评论努力的唯一结果是 1841 年

柏林的《雅典神殿》刊登了两首短诗：这两首诗是他首次发表的作品。

1840 年早期，马克思与布仵诺·鲍威尔合作编辑黑格尔的《东教哲学》，

并考虑亲自写一本类似的书，他还打鍔在波恩办讲座课秤，反对天主教神

学家海尔梅斯，后者曾竭力调和宗教和康德哲学；像他那时所有的计划一

样，他与布鲁诺·鲍威尔详细讨论了这件巾情，至 1840 年夏天，马克思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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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完成了关千这个题目的著作，把于稿寄给了鲍威尔，并给出版商附了一

封信。但实际上，书并没有出版，鲍威尔给马克思写了一封信谈到了那封

附信：“你或许可以把这些话写给你的洗衣妇，但却不能写给你正寻求帮助

的出版商＇ 127 。同时他还想写一个滑稻剧，题目是《费希尔·瓦普兰斯》，

以此作为手段反击 K. P. 费希尔试图用哲学证明有神论合理性勹此外，马克

思还非常关心逻辑问题，想全力与一本辩证法的茗作：他广泛地做（关于

亚里土多德的笔记．并在信中与鲍威尔探讨了这一问题；他建议写对当代

哲学家特伦德兰伯格的批评，证叨亚里七多德是辩证的，而特伦德兰伯格

是只讲求形式的

这期间，鲍威尔为马克思如何结束他那．嗯愚蠢的考试”并到波思与他

一起工作积极提供了有益的建议 1840 年他写信给马克思：“你可以对加

布勒（柏林的哲学教授）说出你的兴趣，叶他得知又有一位黑格尔派哲学

家正要得到一个教职，他会充满热情并极为高兴”[ 128 一年后，他写道：

“无论如何应该期钳拉登堡（柏林大学校长）为你铺平道路。请让他在这

里为你写封信，中先处理一下可能存在的各种问题。也应该想到你胜不过

艾希霍恩（文化大臣）的悄况 u', 129 

马克思受到鼓舞， 1841 年 4 月他及时捉交了论文、但不是给柏林大学：

相反，寄给了耶拿大学，这是一所规模较小的大学，在那里“非常容易获

得博士头衔',l 1301 串实上，耶拿大学的哲学博士论文档案中有这一记录。

整个市情得力十那里的文学教授沃尔弗成功的努力，他是亨利希·海涅的

朋友，与马克思和熟。他极有可能把耶拿大学的这个系的内部情况告诉了

马克思。马克思即刻在 1841 年 4 月 15 日缺席的情况下被授予了学位 r

三新闻出版

马克思的论文－被接受，他就月始了极不平静的一年，这种状况在

1842 年选择的新闻出版工作中达到了顶峰3 为 r 寻找一种可靠的谋生手

段，他在特利尔、波恩和科伦之间辗轧，从来没有较长时间地停留在任何

一个地方凸他开始制订了很多计划，但是没一个完成（这确实是他早先的

生活作风） J 

马克思在特利尔父母家中停留 6 个星期后，就到波恩在鲍威尔的帮助

下寻求学术职业【要获得教职，大学法令规定除了博上学位论文之外还

要有一长篇论文，千足马克思开始修改论文以便发表，而且要把它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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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篇史长的论文，才f文序中找将联系整个希腊思祀，详细阐述伊壁

鸠售派、斯多曷派和怀疑派哲学”八l) 他还在论文中附（两个扩充f的

笔记

1841 年底．马克思为论文附加的第一个内容充实的笔记主要是直接

反对谢林的 当时为(“根除黑格尔哲学的龙种“”1. 谢林刚被弗里德

坠希－威廉四世召回柏林。谢林在题为《启示哲学》的演讲中 11月确区分」，

消极的纯粹理性哲学与积极的哲学，其现实内容是神性在历史中的发展．

正像它在人类的各种神话实和各种宗教中被记录下来的．样。谢林演讲逐

渐展开，开始就引起了普遍瞩门：恩格斯、克尔恺郭尔和巴枯宁都参加听

了他开始时的渍说。黑格尔派反响强烈．古克思的反／苛丝亳不少：他这时

的方法是把谢林当时的占论与具先前的茗作进行对比．指出谢林教条式的

柏林演讲与他先前相信思考自由之间的不回 马克思接行宣称黑格尔已经

颠没了上帝存在的传统证明并因此驳斥了它们，对马克思来说，要么对上

帝存在的证明是空洞的同义反复，要么这些证明“不外是对人的本质的自

我意识存在的证明．对自我意识存在的逻钥说阴”. 11),宙克思用一种后巠

格尔派哲学和启蒙运动咱纯的理性七义的奇怪混合物，通过从谢林早期论

述中摘录两段多的话结束了他的笔记：．．假如你们假定－个客观的神的观

念，你们怎么能够谈理性从自身中产生出来的规律呢？因为只有绝对自由

的东西才能有自主”“把可以普遍传授的从本原则加以隐瞒，这是一种对

人类的犯罪行为“心

为论文附加的第二个笔记继续论述（在原来的准备笔记中已经涉及关

于黑格尔总体体系之后的哲学未来的问题．第一次（虽然还是以一种很咐

心主义的方式）阐述了忻学消灭的观念以及将成为他后来思想核心的实践

的观念。 135

在用这些相当理论化的讨论扩充论文的同时．马克思投入了更为直接、

更具有争议性的问题一大部分是与布彴诺·鲍威尔合作的，而后者与政

府当局之间的不断增加的麻烦似乎危及到f他们两人预期的大学教职，因

为后者致力于写《复类福音书批判》．这部著作不承认耶稣的历史性，把

福音书描述为神话编撰故巾U 从 1841 年 3 月起．他们两人就曾计划创办题

为《无神论卷宗》的评论，它将以鲍威尔的福音批判为基础。1”“ 当然，马

克思的无神论带有一种极端战斗无神论的味道。卢格给他的一位朋友写信

道：“布代诺·鲍威尔、卡尔·马克思、克利斯提安森和费尔巴哈正在形成

一种新的｀蒙太涅＇，正使无神论成为他们的格言 上帝、宗教、永恒被

从它们的王座上推下来，人类被官告为上帝）" I“ 格奥尔格．荣克，一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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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的科伦行年律师、激进运动的支持者、与信给卢格；“如果马克思、布彴

诺·鲍威尔和费尔巴哈走到［起创办 个神学——哲学评论杂志， 上帝最

好让他所有的天使围护若，耽j：自 1令｀囚为他们三个人亳无疑问地将把上

帝赶出他的天国......无论如何、对马克思米说，基督教是最不道德的现存

宗教之一 c.. r "" 1 

但是计划并未实现。相反， 1841 年 I I 月鲍威尔院名出版」，一本小册

了:.,声称是一个极虔诚保守的信徒对黑格尔的攻击，题目是《对黑格尔、

无神论者和反基督者的未口官告》，，在攻占黑格尔的幌子下，小册千意欲表

明他是一伈真正的无神论革命者C 马克思很可能本打算与鲍威尔合作写这

本书，的确，有些人认为这就是他们的共同作品。无论如何，疮无疑问他

们确实计划共同出版一个东西｀即《黑格尔对宗教和基督教艺术的憎恨以

及他对全部国家法律的破坏》，囚此，马克思开始阅读一系列有关艺术和宗

教的书耕。鲍威尔在 1841 年 12 月完成了他承担的部分，但是不得不在合

作者没有撰稿的情况下出版： 1841 年 12 月，乃克思被迫问到特利尔．因为

冯·威斯特华伦男爵已患重病仁直到他的岳父 1842 年 3 月 3 目去世，马

克思一直待在威斯特华伦家甩，正如袍威尔所说．他要为这位临近死亡的

人“点究日子＂。对马克思米说 3 月足令人难过的：不但是失去f威斯特华

伦家里他最亲密的朋友和支持者．而且由于鲍威尔因为他的 IF正统学说而

被剥夺 r教职，马克思谋取大学教职的希望因此就破灭了。当时马克思在

特利尔巳经写了一篇文,ft'他把它寄给了《德意志年鉴》的编辑阿尔诺

德·卢格。

卢格是马克思随后两年的亲密伙伴，也是一名流放的大学教师；他被

拒绝教书是因为他的非正统观点，他被大学辞退后．全身心地投身千新闻

出版事业。山于这-·点．他被恰吁地赞美心：他是才个有若独立能力的人．

虽然没有特别创新的头脑，但是他成文迅速又出色，并且交往而非常广

泛 [1“1838 年他创办《哈伤年捡》，该杂忐很快便成为背年黑格尔派最重

要的期刊。虽然早些年为《哈宙年鉴》撰写的稿件一般都要涉及开明的普

鲁士国家．但是到 1840 什为止，公月的政治性文章开始使宗教性的文竞让

位了一~一种逻辑隐含 1:“ 从督教囚家”的观念中。因此《哈雷年鉴》

1841 年 6 月在普鲁上被禁仁从而转移到f博勒斯顿．在那里以《德意志

年鉴》的名字出现。心'°11840 年间、柏林的肯年黑格尔派已经开始为它撰稿

了｀到 1841 年中期，鲍威尔已经成为它的定期撰稿人 D

马克思已经被他的柏林朋及科本（他本人就是该杂志的经常撰稿入）

介绍给卢格。马克思 1842 年 2 月寄给户格一篇文章（一起寄去的还有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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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书评的信，他把自己的全部粘力都用作（《他意忐年鉴》 上），阐述

了 1841 年 12 月弗甲德甲希～威廉四旧颁布的新书报检查令。弗里德里希－

威廉四世一年之前继承J'裨鲁 1 卫位．青介黑格尔派哲学家曾希望们由宽

大随之而来 新国 E肾然同资产阶级－样，惰恨限制性的官僚作风：他的

理想是家长式的政体 他同意资产阶级的仆议会和新闻中提出要表达自己

观点的要求 他从：至在书报检杏令中强调".tn率而忠诚的宣传的价值和必

要性” 然曲山 F资产阶级想要争取的并不足才个幻想中的家长制社会、丁·

是冲突便不可避免（，在题为《评普作上 1仗迦的书报检杏令》的文章中、

马克思揭森（被认为足放宽f现行条例的新检查令条例的矛盾之处 山千

新条例禁止攻击基督教、并惩罚违背“礼仪、习尚和外表礼貌”的行为，

所以他认为＂阳、报检杏府该排斥像腹德、费希特和斯宾诺莎这样一些逍德

领域内的思想巨人．因为他们不信仰宗教、并且婓侮牲礼仪、习尚和外表

礼貌 所有这些逍德家都是从道德和宇教之仙的根本矛盾出发的，因为道

德的基础是人类粘神的自律，而宗教的基础则是人类粘神的他律”口I •而

几鉴于新的法令与行动问样地顺从了”倾向”和“意图”，那么它们与

好的法律是对立的 对吵克思来说．这将产4 ．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

单一的因家政权机构认为它自己是理性和诮祯的咐一所有者，因为”即使

一种道德政权的成员反对其中的一个机构或者反对政府本身，但这种逍德

政权还是反映肴它的成员的观点”·1421e 这杆｀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政冶哲学

中开始得出自巾民t的结论

这是一篇杰出的论战性文i，飞马克思展示了他用博尔纳风格写作时事

小册f的巨大天分，而 l1 他整个一生郘展现行这份天赋 他的青年黑格尔

派时期的所有文兹书以及在较小桯度上他后来的很多笘述都是用一种极

为生动活泼的风格'j成的：他激进而不妥协的立场、极端的爱以及使用归

谬法对付对了的手法｀这－切都使他的文店有若鲜明的爱惜立场，格言、

递进、重复、对仗、对比以及父错排列（九其足后两种）等表现手法都被

他一一使用——有时是过度使用。因此．权威们不会通过他这篇特别的文

竞（它最后刊登在 1843 年 2 月瑞上的《软文梨》巾．《软文梊》收坎 r 普

鲁上书报检杏制度禁止的文草，山卢格以 11的形式发行）t

因为“同波恩的教授们离得太近我实在受不f" 14`l ` 1842 年 4 月马克

思抱若至少写点或许找到途径可以发表的东西的怂法移居到科伦＾在波恩

期间，他曾到科伦参观过几次，在那甲从香殡酒和关f黑格尔的谈论中找

到了极大的乐趣Q燕妮写信给他：“小野猪！我足多么幸福啊，因为你快

乐，因为我的信鼓舞了你｀因为你想念我．因为你住在f表着壁纸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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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你在科伦喝了香棕洒，因为那甲有黑格尔派俱乐部，因为你幻想

过—一总之，因为你是我的亲爱的．我的小野猪『叶144 但是科伦的这种上流

社会生活逐渐令他难以忍受，因为“那里的生活太喧闹；好友的众多，并

不导致哲学的完美”I 14S 因此，马克思回到波恩，在那里和鲍威尔在一起

放松「一下。他的朋友写逍：“马克思巳经回到这[l1 r. 砐近我们一起出去

到广阔的乡村，再一次享受了所有美丽的杲色。这次旅行太精彩了，我们

与往常一样兴高采烈。在哥特斯堡租 r两头驴，骑肴驴子，我们疯一样地

绕过小山，穿过村庄。波恩的社会名流像往常斗羊惊愕地望若我们，我们

欢呼，驴子高鸣。｀＇ 140 但是很快他们便永远地分逍扬钝 r, 当时鲍威尔到柏

林努力使他的免职得以撤销 C 而马克思则继续从事新闻出版工作， 4 月底，

已经写了四篇文章打算给卢格 他到科伦不仅仅是香棕酒的原因：他正逐

渐卷入这个城市的自由主义的反对运动中，这种对于实际政治的卷入最终

导致（他与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们决裂并开始编紨《莱茵报》。尽管燕妮

劝告他不要“卷到“政治里去（她把这一活动描写为“这是最危险

的"147)' 但是这对一个具有进步观点的年轻的莱茵地区知识分子来说几

乎是无法避免的 n

莱茵地区的政治氛围与柏林大不相回：莱茵－威斯特伐利亚 1795 年至

1814 年归入法国，曾受益于经济、管理和政治方面的改革 那里以前有

108 个小政权，后来改划为四个地区；废除了封建 E义、取消了各种不规

范的管理现象（有关政治、法律和金础体制方面）；消除了一些贸易团体

和关税壁垒，很多商品得以出门法国，生产者受到保护，以避免来自英国

的竞争。以纺织业为龙头的工业增长速度非常快，以手f 1810 年鲁尔的市

政长官似乎要宣布它是欧洲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了 德国大部分进步人

上都来自莱茵地区：有自由主义反对运动的领导人， 1848 年革命运动的很

多未来的活动家、以及一些像海涅、博尔纳这样的诗人。

这一政治运动的焦点之一是“科伦社团”（莱茵地区与博士俱乐部一

样更具有现实性的团体），马克思在波恩一立下脚跟就加入了这个社团。

科伦社团多方面的核心入物是格奥尔格·荣克，他也曾是柏林博上俱乐

部成员。在科伦社团中，他很快成为马克思最为亲密的朋友。团体中的

其他一些成员还有金融家康普豪森和汉塞曼，他们两人都是普鲁士未来

的内阁总理，还有实业家梅维森和马林克罗特 (Mali nckrodt)以及许多

青年知识分子，例如莫泽斯·赫斯（可能最有资格说是他把共产主义思

想带进德国）。很自然，科伦团体很欢迎能有一份报纸来宣传自己的主

张。 1840 年时已经有了－·份名为《莱茵总汇报》的报纸，创建这个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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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团体认为《利伦日报》不足以维护他们的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当这

份报纸很射然快罗破产 II寸．格奥尔格．荣克和莫泽斯·赫斯劝说莱茵地

区一些最有影响的富有自由主义者，包括康忤豪森、梅维森和奥本海姆，

创建一个团体，买通《莱茵总汇报》（避免囚为条件曲进行的迫不得巳的

再次谈判）．并从 1842 4 1 月 1 日让它以《莱茵报》的名称重新出版刊

行 1” 这份报纸的副标题是“政治、商业和 T业”(i）｀公开宣称的目标是为

了维护莱茵地区大址中产阶级的利益己这些中产阶级的目标是保卫拿破仑

法典和法律面前一切公民一律平等这一基本原则，其最终目标是达到整个

德国政冶和经济的统一、这一热望必然使他们起来反对普鲁上宗教政策和

半封建的专制主义n

文持《莱齿报》的这个团体是不缺钱的，它斤始时的共同资产超过

30 000 塔勒。但是．他们起初在对编铝的选择上很不幸。莫泽斯·赫斯在

创建报纸时起了重要作用，因此很自然地希望被指定为编辑；但是金融支

持者并不愿怼让一个革命者扣仔·巨见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要争取实施一些

有利于扩大 L业和商业的措施，例如扩展关税同盟、加速铁路建设、减少

邮政收费。因此，股东把编辑职位首先交给了保护贸易沦的经济学家弗里

德里希·李斯特、（叶他因健康问题被迫退下米时）接若给了李斯特的追

阰者、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上编赫犬埋＾赫斯压制住『自己的骄傲，接

受了副主编的位仁做有关法国的专门栏目。宙纳、奥本海姆和荣克任笛

韦 巾千奥本海姆、特别足荣克曾被赫斯说服而转向f青年黑格尔派激进

主义，因此他们与赫夫锌之间的矛盾很快增加了 赫夫镕因拒绝接受柏林

青年黑格尔派的文范， 1842 年 1 月 18 [l被迫辞职、宣布自己“不捎长新黑

格尔主义”“9 9 

赫夫锌的位千被告滕堡（布鲁诺·鲍威尔大人的兄弟）取代了？马克

思支持他，并且他从 1841 年 9 月份以来就－直参加有关该报组建的讨论。

新的任命给该报带来的轧变倾向令当局者忧虑、以至于中央政府提议进行

压制；但是莱茵省总督恐怕这会引起民众闹皇µ，只答应更进一步地进行

监视

马克思从一月始就在科伦社团巾拥有极大威护。荣克谈起他，说：“虽

然马克思博士是一位革命糜鬼，但他是我所认识的拥有最为敏锐思想的人

之一”“°』。慷慨热情的奂泽斯·赫斯、这杆向他的朋友奥埃尔巴赫介绍了

马克思：

(l) 个称为（莱齿政冶、商业和 E业日报》。

37 



冯克思传（第 4 版）
Karl Marx, A Biogra phy, 4E 

……你将会看到最伟大，也许是当今活着的唯一的真正的哲学家，

这位哲学家很快就会……把德国的眼光吸引到自己身上。…...马克思博

士……他将给予中世纪的宗教和政治彻底的打击！他具有最深刻的哲学

头脑，又具有罕见的智慧；如果把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

和黑格尔合在一起（我说的是结合，不是凑合），那么结果就是一个马克

鲍威尔 1 月份曾问马克思为什么没有给《莱齿报》撰稿； 3 月，在荣

克的催促下，马克思开始把主要精力从卢格的杂忐转到《莱卤报》~ I 1,2 他

写的第一批文音中的一篇，足对法的历史学派的批判．但直到 8 月才发表。

这篇文章写千 1842 年 4 月，起因十长尔·冯·萨维尼被忏命为司法大臣，

他被期望着能够把新国王充满幻想和反对进步的思粔引入法律体制 因此，

这篇文章也就 1词接拌击了普鲁上的“基瞥教国家”制度 法的历史学派不

久前刚发表了－篇宫言、以纪念其奠基者占斯达大．胡果 (1764—1844),

胡呆认为历史存在足法律合理性的最重要的证阴。马克思的主要观点是，

这种立场迫使胡果采取了绝对的怀疑主义，这种怀疑上义使他失掉（判断

的标准 u 马克思运用建立在斯宾诺莎和康德某础之上的理性主义反驳这种

立场，他们两人都拒绝把实证的东西与理性的东西等同起来：“胡果亵渎对

正义的、道德的和政冶的入米说是神圣的一切，可是，他破坏这些神圣的

书物，只是为『用历史的圣徒遗物应得的荣脊去报答它们，他从理性的观

点指摘它们．以便后来可以从历史的观点去颂扬它们，同时借此去颂扬历

史学派的观点。”“气总之，法的历史学派只有一条基本原则—一”专横和
暴力的法”[ 114 I 

马克思撰文反对胡果的回时．决定致力千写莱齿地区议会辩论的系列

文节， 1841 年中期议会已纤在杜塞尔多人举行过－次长会 他创造性地写

f五篇有关辩论的系列文章、第一篇在 4 月初写成，题口是《关f出版自

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其他四篇论述了科伦中件，林木盗窃法，

偷窃和“真正的世俗问题，本质讲来，即上地分配＇• 15' l 但是刊登出来的

只有关千出版臼山和关十林木盗窃的文音已在议会关尸出版臼由的辩论中，

马克思发现了“每一阶层特有的立场”,“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这些辩论

中一样如此明界地表现出来＂。辩论人并不把自由吞作一切理性的人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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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对他们来说｀自巾足“特定人群、特定阶级的个体特征”[ IS6 J 1 这样

的立场是不能够起华任何管理新闻的法律的《马兄思接行特别地批判了普

彴寸政体的月建浪漫主义，从而提出了fj关逃避和投射 (evasion and pro

jeclion) 的思耟｀这些，思怂后来发展成为完整的意识形态理论：

由于这些老爷们在现代国家中的现实地位远不符合于他们想像中的

地位，由于他们生活在现实世界的彼岸的世界里，由于他们用想像力来

代替智慧和心灵，他们就不满意实践，所以他们就必须乞灵于理论，不

过这是彼岸世界的理论即宗教「然而．他们这种宗教具有浸透着政治倾

向的论战性的毒素，并且或多或少是有意识地在为十足世俗而又极其荒

诞的贪欲披上圣洁的外衣。

这样，我们看到这位辩论人用想像的神秘宗教理论来反对实践要

求……他用超人的圣灵来反对人能理解的东西…. •. 1~7 

马克思通过概述法律在因家中应起的作用结束了这一部分：“出版法

足真正的法律、队l 为它反映自由的彴定存在。它认为门山是出版物的正常

状态...... " l<b 接右，马儿思总结了法的－普遍木质：“法律不足压制自由的

手段，正如重力定往不足阻止运动的手段．样......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

忤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肾遍的、坪论的、不取决千个

别人的任性的性质c 法典就是人民自巾的圣经。叹15“ 在这种情况下，谈具有

预防性的法律是杂尤意义的，因为真正的法律并不阻止人类的活动，真正

的法律是“人的行为本身必备的规律，是人的生活的自觉反映 ”(I的） 这篇

文音足咱克思发表的第一篇文采，得到 r朋友们的热悄欢迎：荣克写信对

他说：“你的关于出版自山的文竞是一流的 "161] •户格怀着同样的心情写

逍：“你在报上关于出版自由的评论妙极了 L• 它屯无疑问是有关这一主题的

砐好的文名“[ lb2. 

马克思 1842 什 6 月底与母亲发牛 r激烈争吵，从而被取悄了一切来自

家庭的经济援助｀千足极为渴望能以从书新闻出版 T一作米谋生。他写道：

“山了最近的丧书、我不得不（l．特利尔待了八个粗均］，面余下的时间都被极

不愉快的家庭纠纷分散和浪费了。找的家庭给我设下f屯重防碍，使我！ l

前陷入极为窘迫的境地，尽管我的家庭经济估况个坏".,[1” 这次争吵作常激

烈．以至马克思离开了锡朱恩施特拉斯的家，寄宿在附近的一所客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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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直在特利尔待到他姐姐索菲娅举行『婚礼． 7 月中旬便离开前往波恩，

在那里他完全投身到了新闻出版工作」飞

尽管特利尔（家庭）气氛紧张． I｝克思在那里还是挤出时间为《莱齿

报》又撰写 r一篇重要文章。到 1842 年 6 月为止．这份报纸激进的调子激

怒了它的强大对手一—《科伦日报》，后者升展（－场对它的攻击．说它

“用报纸散播哲学和宗教思想”l1”＼并发表平头文章，声称宗教的拍落引

起了政治的堕落。马克思认为真理倒是它的反面：

古代国家的宗教谴着古代国家的灭亡而消亡，这用不着特别的说明，

因为古代国家的“真正宗教”就是崇拜它们自己的“民族”，它们的“国

家”。不是古代宗教的毁灭引起古代国家的毁灭，相反地，正是古代国家

的毁灭才引起了古代宗教的毁灭。［心］

接抒马克思捍卫了哲学的权利一”时代精神的精华”一即可以门

由地评论一切问题．并根据现代哲学即黑格尔及其以后的哲学描绘 r 理想

的国家，从而结束了这篇文节：

从首的国家法的哲学家是根据本能，例如功名心、兽交际．或者甚

至是根锯理性，但并不是公共的而是个人的理性来看国家的。最新哲学

持有更加理想和更加深刻的观点，它是根据鳌体的思想而构成自己对国

家的看法。它认为国家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在这个机构里，必须实现法

律的、伦理的、政治的自由，同时，个别公民服从国家的法律也就是服

从自己本身理性的即人类理性的自然规律。 Sapienti sat［对鹃明人来说巳

经很够了］。”鹹l

最后，马克思赞成党派分裂的思想，这是最受青年黑格尔派喜爱的另

一个论题：“没有党派就没有发展，没有区分便没有进步”[ 167 _ 

1842 年 7 月马克思一同到波恩，就开始越来越多地被拉进《莱茵报》

机构，这大概是由于嗜酒的彴滕堡的无力胜任，马克思说，这使他非常难

堪．因为为这项工作他曾举荐过鲁滕堡。与此同时，随着更多地卷入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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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他与以前柏林伙伴们不一致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了，后者曾组成一个

“自由人＂的团体，这个团体是以前博士俱乐部的继续。这是一个青年作

家团体，憎恶柏林人态度上的奴性，他们的生活目标是在很多方面仅仅震

惊资产阶级 (epaler les bourgeois) 。他们很多时间在咖啡馆里度过，甚至在

缺钱的时候上街乞讨。他们不妥协地反对既成的教条，尤其是宗教，从而

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其成员包括麦克斯·施蒂纳，他曾在《莱茵报》上发

表过一些无神论的文章，这些文屯为他后来发表极端无政府主义—个人主

义的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拉开了序幕；还有埃德加尔·鲍威尔（布

旮诺·鲍威尔的弟弟），他激烈砰击巴枯宁所作的任何形式的自由主义的政

治妥协；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也在其中，他写了几篇反对谢林和自由主义

的论战性文章 c

然而，马克思反对这些有关解放的公开宣言，在他看来，这些做法似乎

只是一种风头主义，考虑到青年黑格尔派与《莱齿报》联手，马克思还担心

来自柏林的文章会给他的对手海尔梅斯编狙以更多把柄对该报进行攻击。马

克思正在给工业相对发展的莱茵地区的一份商业报纸写文音，而柏林的“自

由人“团体正变得哲学化，那里几乎没有工业，为政府官僚主义氛围所控制。

因此，他支持了资产阶级争取自由主义革新的斗争，反对不加区别地进行批

判 确实，正是 H1 j他的建议，《莱茵报》的出版人雷纳答应莱茵省总督，

报纸的态度将变得平缓－尤其足在关千宗教问题」一 16H1

“自由人“团体提出f这样一个问题，即《莱茵报》的编辑基本原则

应该是什么。对此，马克思 8 月底写了封信给奥本海奶（他的意见对于编

辑方针的制定与实施具有决定作用），实际上表达了自己对报纸的想法，提

出应该把编辑的职务委托给自己。他写道：

如果您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同我一致，就请您把《论中庸）

也寄给我，以便批判。这个问题必须心平气和地进行讨论。首先，关于

国家制度的完全是一般理论性的论述，与其说适用千报纸，无宁说适用

于纯学术性的刊物。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井根据现存条件加以

阐明和发挥。

O 作者是埃德加尔·鲍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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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明显地反对目前国家制度基础的示威，会引起书报检查制度

的加强，甚至会使报纸遭到查封......无论如何，我们这样做就会使许多甚

至大多数具有自由思想的实际活动家起来反对我们；这些人承担了在宪法

范围内逐步争取自由的吃力角色，而我们却坐在抽象概念的安乐椅上指出

他们的矛盾。诚然，《论中庸）一文的作者号召进行批判；但是，一，我们大

家都知道，政府怎样来回答这样的挑战；二．光是某个人屈服于批判……是

不够的；问题在于，他是否选择了适当的场所。只有当问题成了现实国家的

问题，成了实际问题的时候，报纸才开始成为这类问题的合适场所。

我认为必须做到的是，不要让撰稿人领导《莱茵报》，而是相反，让

《莱茵报》领导撰稿人。上述那一类文章．提供了一个给撰稿人指出明确

行动计划的极好机会。单单一个作者是无法像报纸那样掌握全盘的。(169 J

结果，呫克思对该报进行几个月中有成效的管理之后， l0 月中旬被任

命为主编。

在马克思的负贞下，报纸前儿个月的发行阰就多了一倍多。他的个性极

具支配性，以至于书报检查官把该报组织称为纯粹“马克思一人的专

政”170' 。 1842 年的最后几个月《莱茵报》开始声播全国一结果．罗伯特·普彴

茨，该报的－位撰稿人、后来成为片名的自山主义政治家、这样描写（该报：

普鲁士和德意志拥有的一切年轻的、有新鲜自由思想的或者（作为

政府抱怨的联盟者的）革命思想的天才都到这里避难来了。他们使用各

式各样的武器，进行斗争，庄重、嘲弄、博学、通俗，今天用散文，明天

用诗歌．为着共同的目标而结合一起，书报检查官和警察与他们的争斗

是徒劳的...… [171 1 

这位编钥给人的深刻印象并不比报纸少。梅维森留下了对当时的弓克

思的生动描写：

来自特利尔的卡尔·马克思， 24 岁，充满力量，浓密的毛发生动地

长在他的脸颊、胳膊、鼻子和耳朵处。他专横、冲动、热情、有着无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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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但同时又非常严谨、博学、是一个不知疲倦的附论家。他用强烈

的犹大人的深刻敏锐性把青年黑格尔派的每一个学说命题都推到底；通

过对经济学的莫中研究．他当时已经准备转向共产主义。在马克思的带

领下、这份年轻的报纸很快开始了丝毫不计后果地发表言论...… 1172

但足，马克思在完成作为编辑的第．件任务时．表现得非常谨怕：他

面临若奥格斯堡《总汇报》对《莱茵报》的共产 K义的指控。这可能是受

了赫夫控的激励c 赫夫锐曾在一段时期里做过《莱茵报》的编辑， 3 月份

他就因为该报刊登了 篇布彴诺·鲍威尔的文欢而攻击该报 指控的基本

出发点是 9 月份该报发表f两篇关 F住宅问题和儿种共产主义政体形式的

评论文音；还有 10 月份它报追了在斯特拉斯偌举行的－次会议、会 1勹傅立

叶的追随者捉出『他们的思想 E 所们这些都足赫斯写的。马克思作了回应，

批判f奥梒斯堡报纸竭力避免币婓问题、驳斥了《莱茵报》同悄共产

主义：

迈

＂莱茵报”甚至在理论上都不承认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现实

性，因此，就更不会期望在实际上去实现它、甚至都不认为这种实现是

可能的事情 r "莱茵报＂彻底批判了这种思想。然而对于像勒鲁、孔西得

朗的著作，特别是对干蒲鲁东的智慧的作品，则决不能根据肤浅的、片

刻的想像去批判，只有在不断的、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加以批判，一—

关于这一点．如果奥格斯堡长舌妇希望得到比沙龙空话更多的东西，如

果她比沙龙空话能有更多的才能的话，那她也会承认的。”“

但是必须慎重地对待这些观念、因力思祀的力卧是非常强大的：

我们对于类似的理论著作所以要更加慎重｀还因为我们不同意奥格

斯堡报的做法...…我们坚信．真正危险的并不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实际试

验，而是它的理论论证；要知递，如果实际试验会成为普遍性的．那末，

只要它一成为危险的东西．就会得到大炮的回答；至于掌握着我们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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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支配着我们的信仰的那种思想（理性把我们的良心牢附在它的身

上），则是一种不撕裂自己的心就不能从其中挣脱出来的枷锁；同时也是

一种魔鬼，人们只有先服从它才能战胜它。[174l

这种回应反映了《莱齿报》的总体立场，即认为贫穷必然地是社会间

题，而不仅仅是政治问题；但是此时文音并没有把尤产阶级看作一个崭新

的社会阶级，而是仅仅石作个良经济组织的尤辜受害者。

社会主义思想可能娘初并不是根源十德国 T．人阶级。德国当时才刚刚

开始变为工业国，工业．［人远没有成为人口的大多数。他们还没有充分的

组织，而且大多数还足们手［业者、怀恋过去．不愿革命，社会主义思想

是由一个知识分子的粘关团体传播开来的，他们把无产阶级群众吞作社会

革新的潜在工具c 19 世纪 30 年代法国空想仕会主义开始在德国产生影

响 '175 在特利尔这个地方（弓克思的出生地）．路德维希·伽尔传播傅立

叶上义思杞；而在柏林，询凡的诗歌和甘斯的讲座都有若广泛的读者和听

众厂德国木民族共产七义的第一本书是焚泽斯·赫斯与的《人类的神圣历

史》．他足在科伦从父亲的J＿厂里逃往巴黎之后．f解共产主义思想的＾ 17b

这本书具有神秘性，足漫谈式的，但却十分明显地包含着阶级两极分化和

无产阶级革命即将到米的思想。接着，赫斯使恩格斯转向了共产主义，并

在《莱茵报》上刊登了很多暗中宣传共产主义内容的文章 一年以后，一

个裁缝，威廉·魏特林．活跃在移居到巴黎和瑞士的德国工人团体中，出

版了—本小册了《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这是一本弥赛亚式的救世

著作，它反对造成一切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的人间富人掌权者，主张一切

人有通过社会平等和公正的途径获得教育和幸福的权利口

极大地推进了社会主义知识传播的是罗伦茨·冯·施泰因的调查茗作

《当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王是由卜施泰因的这部著作， 1842

年社会主义和共产 K义（这两个术语在当时的德国常常互换使用）开始

引起了关汜受普传t政府的委托．施泰因曾做过一个对法国社会主义

在移居巴黎的德国 1 人中传播情况的调查研究；虽然调查人远不是那么

同悄社会主义者，但是发行的报告却极入地推进了社会主义知识的传播，

甚至激起了社会七义者对他们事业的热忱。”“·科伦的思想氛围特别容易

接受社会主义思想：莱茵地区的自由主义者（与曼彻斯特的自由主义者

不同）具有很强的社会意识，认为国家对社会有着巨大的责任。例如，

梅维森参观英国时，由于工资降低的情况而深为震撼；于是在巴黎停留

的一段时间里．转信了圣西门主义－在《莱茵报》办公室举行的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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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莱茵报》编辑委员会闭体会议 L （该团体由莫泽斯·赫斯创建），

经常讨论社会问题 具成员还包括朵克、术来的共产主义者卡尔·德斯

特尔和安内克 他们旬月聚会一次，先读报，接着讨论，这些人政治观并

不一定相同，但都对仕会问题感兴趣。马克思 1842 年JO 月移居科伦后，

便加入了这个团体 ”8 

通过对莱茵地区社会经济状况的研究． 15克思受这些讨论的启发，对

社会问题的兴趣增加 r J他在作为编辑的第一篇平要义汽（即关于莱茵省

议会辩论五篇撰稿计划中的第四篇）中，讨论了新近捉议的有关颁布更为

严格的盗窃林木法－拾捡粘枝烂叶仆传统」．历来是不受限制的，但足 19 世

纪 20 年代的农业危机带来的侦乏和工业需求的增加导致了法律的干涉。局

势变得难以把持：在普彴 k的所有起诉案件中， 5/6 涉及林木，这个比例

在莱茵地区还要高得多。[17~] 因此，叫时提议林木监护入应该成为指控犯法

行为的唯咭裁决者，并且可以独自评估损久

马克思没有用很多补会历史的细节叙述、而是从法律的和政治的立场

探讨了这些问题。他主张国家应该喽从惯例来反对宫人的掠夺，因为假设

没有了不公正．一些东西也永远不会成为个人私有财产，而且，“如果对任

何侵犯财产的行为都不加区别、不给予较具体的定义面争概当作盗窃，那

么｀任何私有财产不都是赃物吗？我占有f自己的私有财产，那不就是排

斥了其他任何人来占有这一财产吗？那不就足侵犯了他人的所有权吗？”180

马克思在这里运用了蒲作东的语言，而不足他的粘神．因为他的讨论始终

是限制在严格的法律基础 l.:.u 人们的社会关系会变成“崇拜物” （即死的

事物还继续神秘地统治若活入）；自然的支配和占有关系被颠倒了，入被林

木左右，因为林木只是客观地表现了社会政治关系的f种商品。马克思认

为这一去人性化是《普彴上国家报》给立法者建议的直接后果，这一建议

认为： ＂讨论林木法的时候应该考虑的只是树木和林木，而且总的来说，不

应该从政治上，也就是说，不应该同整个国家理性和国家CD伦理联系起来

来解决每一个实际任务。,, 181 最后，马克思通过比较古巴野人认为黄金是西

班牙人的崇拜物这一信念与 个独立观察者认为林木足莱茵人的崇拜物这

一看法，结束『文章。

这篇文章说明了马克思对社会经济现实的注意力在增加。这篇文章作

为他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引起了他的宸动。正如后来他写迫：

"1842—1843 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

G) “国家“英文表达为 civ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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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发表意见的难小。莱茵省议会关千林木盗窃……的讨论……足促使我

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囚””“恩格斯后来也说逍．他，曾不止－次地

听到屯克思说、汇足他对林木盗窃法和序寒尔诃地区农民处境的研究书推

动他山纯政治转向研究经济关系．并从向走向仕会 K义 ”183 c 

I-l] -F对莱齿议会的批评．《菜凶报》越来越人的成功激怒f政府，省

总督 11 月给内务大臣勹 r.封估，说他打算起诉林木盗窃文＄的作者。同

势本已变得紧张．囚为（莱伪报》 10 月份刊登了政府－坝改革离婚法律的

保密计划，这是弗里德甩希威廉四世使欢律＇＇．从1f教化”的第分步。这

份报纸用一篇文章追根究底地对此进订门陷洽只中 (l2 月中旬的）第芒

篇文跻足丐克思丐的匕他回意这样－种观点．即对前的法律太个人 K义 1' 鲁

而没有考虑家庭婚姻和『女的＂伦坪本肵＂己认律仍然＇｀仅仅想到两个个

人｀而忘记［家庭”心，｀但是他也不欢迎新的捉栥、因为新捉案不是把婚

姻当作伦理制度、 r,J足节作宗教制度，因此它仍然没打认识到婚姻的世俗

本质。

11 月底．马克思与他以前的柏林伙伴彻底决裂仁巾协起囚f一户格和

诗人海尔维格到柏林的拜访、他们希屯邀泊“自山人“团体合作创办一所

新的大学。卢格（他永远h点沾教徒的昧逍）和海尔维格引起（这些有若

放纵和挥仆观念的“自由人“团体的反感 振卢格所说、例如布鲁诺·鲍

威尔＂佯让我忍受那些最为荒诞的市悄，例如必须作理论上来消火国家和

宗教，还有财产和家庭、而不必费心考虑Jl-]什么来代替它们，不考虑要摧

毁一切书物的关键串物”；心l., I I 月 25 11 、马允思通过刊登一份来门柏林

的报道的形式．公开地叭确表达f目已frJ立场 该报告的关键是摘自泡尔

维格寄给《莱茵报》的一封信。决裂足彻底的，几犬后，马克思在给卢格

的－封信中证明了自己行为的合珅性：

心9

您知道，书报检查机关每天都在无情地破坏我们，报纸常常几乎不能

出版。因此．“自由人＂的大批文章都作废了。不过我自己淘汰的文章也不

比书报检查官淘汰的少，因为梅因一伙人寄给我们的是一大堆毫无意义却

自命能扭转乾坤的废料；所有这些文章都写得极其草率，只是点缀上一

点无神论和共产主义（其实这些先生对共产主义从未研究过）……我声

明说．在偶然写写的剧评之类的东西里偷运一些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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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即新的世界观句，我认为是不适当的，甚至是不道德的。我要求他

们，如果真要讨论共产主义．那就要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更切实

地加以讨论。我还要求他们更多地联系着对政治状况的批判来批判宗教，

而不是联系着对宗教的批判来批判政治状况，因为这样做才更符合报纸

的基本任务和读者的水平。要知道，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

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随着以宗教为理论的被歪曲了的现实的消灭，

宗教也将自行消灭。氓

离婚法草案的公布带来的巨大骚动致使政府对《莱伪报》施加了更大

的压力，马克思感到越米越多的时间都在对付书报检查官中耗费了。恩格

斯写逍： ＂＇莱伪报＇差不多总足能登载必要的文节；先是给检查官送一些

次要的材料让他去删除｀ ，自到他自行计步，或者在第：天出不了报纸的

威胁下不得不让抄为止。·· 18” 到 1842 年 12 月为止｀ 书报检查一直由一个非

常无知的官员来执行，据说他审杏删去过－则关于对但］．．《神曲》翻译的

广告，理由是：神的串悄不适臼乍喜剧的上题｀．他常常没有足够的机敏，

来注意审杏电要的东西 C 由「自己的疏忽而被上口」贡备，他就习惯地用这

样的话对待日常「作：“如今足－块而包的问题俨现在我的一切都吹

r "I邸布洛斯讥还 r.个关千这个官员的故书，这是呫克思告诉他的＾

飞一次，他被邀勹·安f·、待字 I、I」中的女丿l.起参加一个巾省总瞥举办的盛

大舞会．离开前必须要冗成他的书报检杳「作）但恰巧那天晚上印刷校样

还没送到 这个不知所措的检杳官坐着屯 4走（相当长的一段路到了马克

思租住处 节时快 11 点（。他使劲按铃，由克思从－．．层楼的窗子探出头

来 ｀校杆！＇检杏官吼逍。｀没有！＇马克思削l F喊道。＇可是一！＇ ｀我

们阴天不出报f!'千足均克思关f衔（．这个检杳官听了这话糊涂了，茫

然不知所措。但从此以后他就规矩多了 “I沁

1843 年 1 月｀马克思发表 r -篇有关贫穷状况的调查，这是他在《莱

齿报》上最后一篇有影响力的文音。序塞尔的洒农自从关税同盟建立之后，

造受若竞争方面的巨大祈书;u 当时这种圾况已激起 r 很多公开呼吁， 1842

年 11 月《莱茵报》记者对这一贫困境祝仵（报逍、其贞头性立刻遭到了省

总忏冯·沙佩尔的质疑，马克思认为这位记者的回答不能令入满意、于是

准备亲自证明该报追 r 他计划写五篇系列文竞｀结果只写了三篇，其中只

有两篇在《莱荫报》查封前发表C 这两篇发表的文莘用大情的细节论证了

(I) 英文中尤．．即新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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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记者的观点。在马克思看来，这两篇文章在对该报的压制事件中负有主

要责忏。席塞尔河谷的状况是源自客观的既定关系：

在研究国家生活现象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

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乙但是存在蒂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决定私

人和个别政权代表者的行动，而且就像呼吸一样地不以他们为转移。只要

我们一开始就站在这种客观立场上．我们就不会忽此忽彼地去寻找善意或

恶意、而会在初看起来似乎只有人在活动的地方看到客观关系的作用。”“I]

为f改善这些关系，马克思认为必须进行公斤争论：“为了解决这些困

难，治人者和治 F人者都需要有第三个闪素．这个因素应该是政治的因索，

而不足官方的因系（],.这样．它才不会以百僚的前提为出发点；这个因素应

该是市民的因索，但是同时它不直接和私人利益以及有关私人利益的需求纠

缠在一起 这个具有公民的头脑和市民的胸怀的补充因素就是自由报刊 ”191

巧克思一定感到《莱茵报》被禁的 r I 子日益迫近 1842 年 12 月 24

日，也就是宽入的书报检杳令的第一个周年纪念 l I, 德国一个最重要的自

由主义报刊《莱比锡总汇报》，发表 r海尔维格的·封信，抗议他原希望

编辑的一份来自苏黎世的报纸在忤鲁上被查封了。结果，海尔维格被逐出

普f}上，《莱比锡总汇报》被杳封； 1843 钉 1 月 3 门，在弗里德里希－威廉

四世的压力卜．，萨克森政府杳封了《德意忐年鉴》； l 月 21 日国 E 召开内

阁会议决定查封《莱茵报》。马克思在给卢格的信中写道：

报纸的查封是一些特殊情况一起促成的：报纸的畅销；我的《摩塞

尔记者的辩护》（这篇文章把一些高官厚禄的国家要人狠狠地干了一顿）；

我们坚决拒绝说出给我们送来婚姻法草案的人的名字；议会的召开（我

们的鼓动可能对它产生影响）；最后，我们对查封《莱比锡总汇报》和

《德国年鉴》所进行的批评。11,'~)

(I) “不足官方的因朵“英文为“不是官方的和官僚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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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噜沙皇亲自向忤鲁七政府抗议《莱卤报》上的几篇反俄国的文

章。马克思原先抱着挽救报纸的希电表不您意辞职，而政府则是意已

决。J 193) 鼓后一期报纸的「1 期选定在 1843 年 3 月 31 日．但由于书报检查令

人无法忍受，以至于马克思宁愿在 3 月 17LI 就辞职 在报纸上发表的声明

中，马克思说他的辞职是因为“现行书报检查制度的关系 ”[l94｝，虽然后来

他把原因归于股东们意欲与政府妥协J心

在最后的几个月中，马克思无疑是报纸背后的卞要力卧。到 12 月底为

止，报纸的发行炽已达 3 500 份 3 月 18 日．检杏官圣保尔写道：“今天，

情况不同了。整个 1叶青粘神上的领导人昨天终于辞职f令．．．．找作常满意．

今天我审查所用的时间还不及以前的l/4a．，心马克思亳无疑问坚定地坚持

着自己的观点。圣保尔写道：“马克思厢意为自己的思想牺牲自己，他绝对

地深信自己思想的真理性。”

查封《莱茵报》的决定对马克思来说也是i种解脱呵他说：“政府

把自由还给我了 “l9勹，虽然他仍然在写作，但他确信自己的未来在国

外：“在德国，找不可能再干什么 'l门们在这里，人们自己作贱自

己 ”l9K 。他已经决定移居到国外：剩下的问题只是在什么时候、去什

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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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巴黎

我们打算去法国－这是一个新世界的入口，愿它能实现我们的梦想！

在旅行的终点我们将看到广阔的巴黎谷地，这是新欧洲的摇篮，又是塑造

世界历史的巨大实验室，这里有着永远新鲜的源泉 正是在巴黎，我们将

经历我们的胜利和失败 甚至我们的哲学，这个我们领先于当今时代的领

域，也只有当我们在巴黎提出充满了法兰西精神的论断的时候，才将注定

能够胜利

—阿·卢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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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巴 黎．

一婚姻和黑格尔

由于《莱茵报》被查封，马克思感到自己又一次成（失业的知识分

子。他迫切的事情是要找到稳定的工作并结婚。就新闻出版业来说，马

克思在德国的多种选择实际上巳经是不可能了。随着普鲁上政府做出压

制新闻自由的决定，青年黑格尔派在《莱茵报》上本已明显表现出来的

分歧进一步发展到彻底的分裂的程度。那些在柏林受布鲁诺·鲍威尔领

导的青年黑格尔派分子，越来越倾向于与政冶运动相脱离。他们曾想象

自己的影响很大，压制他们的观点会导致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强烈反对。

但当什么也没发生时，他们便逐渐把自己禁铜千纯理论批判，人为地放

弃了直接影响政治的一切希望。卢格这一派的反应却不同：他们希望继

续以一种更为有效的方式进行政治斗争。对他们来说，出版自己的评论

性杂志似乎仍然是最有希望的政治行动途径。因此，他们最初的想法是

立足于苏黎世尤利乌斯·弗吕贝尔的出版社。弗吕贝尔是苏黎世的矿物

学教授，他在 1841 年底为出版格奥尔格·海尔维格的激进诗歌开始了自

己的出版事业；他还出版过一份评论性杂志（海尔维格编辑），以等待时

机成为《德意志年鉴》的后继者r 1843 年 3 月，海尔维格被驱逐出苏黎

世，这个明显的空缺正需要有人来填补。苏黎世和巴黎一样，是德国移民

的主要中心，因此对卢格有非常大的吸引力。考虑到这些被放逐者是知识

分子和工人，因此新的评论杂志把《德意志年鉴》的理论和《莱茵报》的

更为直接的政治思想结合起来是明智的。卢格非常钦佩马克思，曾写信给

他的兄弟路德维希：“马克思拥有很高的智力 c 但他对他的将来，尤其是最

近的将来，感到极为担忧。因此，很自然地，我们要请他来帮助我们继续

办《年鉴》(1"尸。因此，当卢格 1843 年 1 月建议由他和马克思合作时，马

克思热情地答应了。

很自然，马克思对该评论杂志的观点受到他对德国政治未来估计（即

认为它是革命性的）的限制 1843 年 3 月，他写道：“满载傻瓜的船只或

许会有一段时间顺风而行，但是它是向若不可幸免的命运驶去，这是因为

这些傻瓜根本就没有料想到这一点。这命运就是即将来临的革命， “2 他在

Q) 此处”《年鉴》”指 1843 年 1 月被酋彴士政府查封的（想意志年鉴》（原为《德意志

科学和艺木哈宙年鉴）），卢格和马克思合作的结果是（德法年鉴》的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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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给卢格的信中贡备了卢格对德围未来的悲观看法，他写道（这封信刊

登在两个月后即将刊行的杂忐上） : ＂的确，们世界是属于牁人的。但是我

们不必把府人看做一种人们一看见就要躲避的怪物......"“让死人去埋葬

和痛哭自己的尸体吧。最先朝气莲勃地投入新生活的人，他们的命运是令

人羡慕的 但愿我们的命运也同样如此。”｀马克思详细分析了当代德国的

＂庸入“本性，声称“只是因为这种绝望的现状给了我希望”。他已经开始

设想革命的可能性存在于“思想者”和“受苦者”的联合中了；

人们的私有制和剥削制度正在比人口的繁殖不知快

多少倍地引起现今社会内部的分裂，这种分裂，旧制度是无法医治的，

因为它根本就不医治，不创造，它只是存在和享乐而巳。受难的人在思

考，在思考的人又横遭压迫，这些人的存在是必然会使那饱食终日，醉

生梦死的庸俗动物世界坐卧不安的，，我们的任务是要揭霓旧世界，并为

建立一个新世界而积极工作。事件的进程给能思想的人认识自己的状况

的时间愈长，给苦难的人进行团结的时间愈多，那么在现今社会里成熟

者的果实就会愈甘美。[4 I 

马克思对革命有一种乐观的看法，他坚决反对简单地延续《德国年

鉴》。”即使《德国年鉴》重新获准出版，我们至多也只能做到一个已停刊

的杂志的很拙劣的翻版，而现在这样巳经不够了。”5 卢格开始时曾想采取

系列小册子的形式，但马克思极倾向千进行更为有效宣传的月刊形式。

因此，他和卢格决定要实践德法联合的思想，而这一思想曾为大多数青

年黑格尔分子或者其他一些人在前两年提出 C 法国思想的影响使激进派

有了高度国际主义精神，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19 世纪 40 年代的危机

使得自由派陷入 r狭隘的民族主义。赫斯和魏特林曾在法国学到了他们

的社会主义，费尔巴哈曾有力地表达出了这样的观点，即“新”哲学

（如果希望有决定性效果的话），就必须把德国的头脑和法国的心脏结合

在一起。马克思对这种前景充满了极大热情： ＂《德法年鉴》，这才是原

则，是能够产生后果的事件，是能够唤起热情的事业r”[“ 弗吕贝尔赞成

出版这种品格的杂志，千是就开始了笫备工作。 5 月，马克思和弗吕贝

尔在德勒斯顿拜访了卢格 卢格答应提供 6 000 塔勒，弗吕贝尔提供

3 000 塔勒，三人决定把出版地定在斯特拉斯堡（现在，马克思眼前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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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有了保陪：作为杂忐的副编辑他可以得到 550 塔勒的薪水，另外还可以

挣到大约 250 塔勒的出版税）

婚姻的问题终千提到日程上了， 3 月份他给卢格的信中曾写道：

……我们一订好合同，我就到克罗茨纳赫去结婚……

我可以丝毫不带浪漫主义地对您说，我正在十分热烈地而且十分严

肃地恋爱。我订婚巳经七年多，我的未婚妻为了我而进行了极其激烈的、

几乎损窖了她的健康的斗争，一方面是反抗她的虔诚主义的贵族亲属，

这些人把“天上的君主”和“柏林的君主”同样看成是崇拜的对象．－

方面是反抗我自己的家族，那里盘踞着几个牧师和我的其他敌人。因此，

多年来我和我的未婚妻经历过许多不必要的严重冲突，这些冲突比许多

年龄大两倍而且经常谈论自己的“生活经验”（我们的“论中庸“爱用的

字限）的人所经历的还要多。(1]

由千燕妮异母兄弟斐迪南的到来，她家庭方面的麻烦增加了。斐迪南

在政府机关工作，后来成为普鲁士内务大臣 1838 年他曾在特利尔被委以

重任。也许是为了避免他的影响，燕妮和母亲很可能早在 1842 年 7 月就搬

到了特利尔东面大约 50 英里的克罗茨纳赫疗养地。马克思 3 月份在那里见

到了她，制订了结婚计划。

他一离开，燕妮就写信给他：

你现在对于乳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亲切可爱和珍贵，可是．，每当

你和我告别时，我总是万分激动，我多么想把你叫回来，以便再次告诉你，

我多么爱你，我如何全身心地爱着你。可是，最后这一次你是以晨利者的

姿态走的，我巳看不见你的身影，只有你的形象出现在我的心上，它椰栩

如生，这样地忠诚，天使般温柔和美，沐浴在爱的伟大与智慧的光芒之中，

这时，我真不知道，在我心灵的深处你是多么珍贵。如果你此喇能在这里，

我亲爱的小卡尔，你在你的调皮而又可爱的姑娘身上会感受到多少幸福啊！

如果你再次表现出坏企图、惑意，我不会采覃任何反抗的m；表会温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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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下头，任凭这个凶恶的男孩怎样摆布……你还记得我们在暮色苍茫中

的那些谈话吗？我们那无言的嬉戏？那在半睡半醒中度过的时光，我的

亲爱的，那时你是多么可爱，多么好，多么宽容，多么快乐！！9)

信中还细心叮嘱了在新教教堂举行的婚礼，要买什么和不要买什么，

1843 年 6 月 l9 日他们在克罗茨纳赫办公处登了记，这一对夫妻的官方登记

是：“卡尔·马克思先生，哲学博上，现住科伦；J. B. J.燕妮·冯·威斯

特华伦女士，无职业，现住克罗茨纳赫。”两家的入，只有燕妮的母亲和弟

弟埃德加尔在场，作为住在克罗茨纳赫的亲屈证婚人u

马克思和燕妮立刻外出去度了几个星期的蜜月。他们先是到了瑞上的

沙夫豪森附近看莱茵瀑布，接着游览 r 巴登省，然后回到了克罗茨纳赫。

燕妮后来讲了一个故事，表明了他们两个人当时（并且一直是这样）有着

多么令人惊奇的对金钱不在意的态度。燕妮的母亲给他们一些钱去度蜜月，

他们带在身边，放在了一个箱子里。用这笔钱，他们旅途中乘坐马车，投

宿不同的旅馆。他们看望了几个桔据的朋友，把箱子打开放在了朋友房间

里的桌子上，每个人愿意拿多少就拿多少＂不用说，钱很快就告罄了－IIO

回到克罗茨纳赫后，马克思和燕妮在母亲那里住了三个月。这使马克

思能够“从社会舞台退回到书房＂ r11:. 开始为《德法年鉴》撰稿。《德法

年鉴》显然将成为一份特别的政治评论性刊物。虽然马克思在《莱茵报》

上的文音曾涉及政治问题，但他的方法｀像正规的论战文章一样，曾极大

地综合吸取了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的论证方式 现在他感到需要一种

更为系统的批判方法，千是决定努力采用黑格尔的政冶哲学的术语，尤其

是《法哲学》的术语。当普鲁上政府显然不具备成为黑格尔所讲的“理性

国家”可能性的时候，黑格尔所有的学生或早或晚地都发生 r 这种转向。

马克思心怀这个念头至少有一年时间了 1842 年 3 月，他写信给卢格：

“我为《德国年鉴》写的另一篇文章是在内部的国家制度问题上对黑格尔

自然法的批判。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同君主立宪制作斗争，同这个彻头

彻尾自相矛盾和自我毁灭的混合物作斗争。”12 他接着说文章巳经写好，只

需要修改一下。六个月后，他还在谈论要在《莱茵报》上发表这篇文存口

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这三个月对黑格尔政治学的反思与批判，比他上一年

纯粹逻辑—政治的方法要丰富多了。

有两个因素促成了马克思对黑格尔政治学的看法。第一个是他新近担

任《莱茵报》编辑的经历。多年以后，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

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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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

批判性的分析……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

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

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

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

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l 13] 

虽然这．论述过于简单化，但他在《莱凶报》的经历勹海涅和社会主

义者（包括赫斯）对自由派政治学的反对使他能够刘黑格尔的批判在更大

的程度卜考虑进了社会经济因素

第勹个因素是阅读费尔巴哈的《关「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简称

《纲要》）对他产生的影响。马克思在撰写博 l-1仑文期间已经阅读了费尔巴

哈的笘作，但是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木质》（这部笘作声称宗教的信仰

只不过是异化（的人的愿望和能力的反映）对马克思产生的影响并不像对

卢格产生的影响那样大 II 但足《纲安》对古允思产什．了自接的重要影响：

它们 1843 年 2 月在瑞卜发表，刊登在一本论文从中、但在市杳时被从卢格

的《德国年鉴》中删掉 I勹费尔巴哈在这些文名中把他看待宗教的方法应

用到思辨哲学中、即神学还没有被彻底摧毁；黑格尔哲学（其神秘性并不

比任何神学小）是它的最后一汛理性壁垒。既然黑格尔的辩证法开始于并

结束千无限，那么有限（即人类）仅仅是超人类的粘神发展的一个阶段：

“神学的本质是超验的、外化的人的思想 ”{15} 但足哲学不应从上帝或者

“绝对“开始，甚至不应从作为“绝对＂的宾词(prt'd icate) (I)的存在出

发；忻泸必须起始于有限、特定、现实、并承认感觉是第一位的 既然这

种方法已经宰先为法国人所侣导，那么真正的哲学家就必须是“法德的混

合血统”。黑格尔哲学足神学的砓后避难所、 l从此必须被摧毁（这产生下这

样一种认识：“思维和存在的真正关系是这样的；存在是七词，思维是宾

词 思维源J二仔在，（ff+并不沥于思维J”『 I们

费尔巴哈的《纲要》一出版（卢格寄给（马允思）、马克思就读f,

并且给卢格写j＇一封热悄详溢的信： ＂费尔巴哈的瞥旬只介－点不能使我满

意｀这就是：他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然曲这一联盟足现代

(I) ··pred icate", 也可直接译为＂谓五］”,意为上tfi]发牛的动作或存在的状态，主词意为

动作的发出者或状态的保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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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 II{1一联盟。结果大概像在 l 六世纪那样，除了醉

心千自然的人以外，还有醉心于国＇豕的人。．，口 1 对咱克思来说，未来的道路

通过政治巳经铺就了，但这是对当时流行的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观念进

行质疑的政治。正是费尔巴哈的《纲要》使马克思实现（对黑格尔辩证法

特定的颠倒。对马克思来说， 1843 年（他同时代的大多数激进民主主义者

也是这样），费尔巴哈是一位哲学家 3 马克思在 1843 年夏详细论述的对黑

格尔政治哲学批判的每一页都显示出f受费尔巴哈方法的影响 书实上，

马克思赋予他的批判以一种费尔巴哈所缺少的仕会历史的维度，但是他们

两人的方法有一个共同的核心点：他们都宣称黑格尔颠倒了主词和宾词的

正当关系。马克思的基本思想是通过分析实际的政治制度、以此揭示出黑

格尔对观念与现实之间关系的理解是错议的。黑格尔通过说明现实是观念

的展开，因此足理性的，来竭力调和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相反，马克思则

强调理想和现实在世俗世界中的对立，把黑格尔的整个学说都归结到思辨

范畴。以此，他意指黑格尔的整个学说是建立在与经验现实并不一致的主

观概念基础之上. 18 J 

受到费尔巴哈哲学与历史分析的启发、这部书稿是马克思以许多青年

黑格尔派中作常流行的术语—一＂批判”为书名的著作（一直到并且包括

《资本论》在内）的第一部 这个术语所表现的方法一反思和考察别人

的思想一非常中马克思的意 '1克思喜欢通过批判性地分析其他思想者

的思想来展斤自己的思想。他在这部书稿（显然只是一部匆匆而成的第一

草稿）中的方法足摘录一段黑格尔的《法哲学》，然后加 段自己的批判

性内容）他在这里只论述f《法哲学》最后集中阐述国家的那一部分，按

照黑格尔的政治哲学（这是他整个努力调和忻学与现实之间矛盾的一部

分）、人的自我意识在法律、道德、社会和政治制度中客观地展现自身。这

些制度使精神获得完全自由，表现在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系列组织中

的社会道德使得这种自由的获得成为可能。家庭教育教人以道德自律，而

市民社会则组织经济、职业和文化生活 e 只有社会组织的最高层一国家

（黑格尔称之为＂具体自山的实现“）｀才能够把特定权利和普遍理性结合

成为客观精神发展的最后发展阶段L 这样黑格尔就不认为人类本质上是自

由的、国家剥夺 r这种本性的自由；因为他认为任何一个哲学家都不可能

游离于他自己的时代｀以此拒绝把抽象的理想理论化、所以他认为他所描

述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为普旮 K表现出来仁i.1•1

在注释中，马克思接祈评论了君七制的、门政的和法律的权力。按照

黑格尔的论述，国家自我分裂为这些形式，所以它在每个情形中达到的想

象中的和谐统－－，事实上却是虚假的

关于君主制．马克思主要批评f它认为人民只不过足政治制度的附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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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而在民主政治（巧克思这－时期喜欢的政休形式称讷）中，其制度是

人民的 I,l 找表达。为了解释有关民主制与以前的政体形式关系这一观点，

他运用（－－个宗教的类比：

正如同不是宗教创造人而是人创递宗教一样，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

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在－．定的意义上说，民主制对其他一切国

家形式的关系．正如同基督教对其他一切宗教的关系一样。基督教

是..令．．．［递地的］宗教，是宗教的实质是作为特殊宗教的神化了的人。

民主制也是一样，它是一切国家制度的实质，是作为国家制度特殊形式

的社会化了的人。如

在希腊和中世纪，政治生活因素与社会因素密切联系在一起；只有在

现代，政治国家才从仕会＇十活中抽象出来，“政治制度到现在为止＠一直是

宗教的领域、足人民生活的宗教，是回人民仕活现买性的人间存在相对立

的人民牛沽忤血性的!·人-"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马克思称为“真正的

民 E制”『21' 这－概念可以概括为人迫 L义的政体形式，在这种政体中．

自山的社会化 r的人类足政治过程（国家等将在这 过程中消失）的唯一

t体

转向黑格尔关寸彴政权力的观点，马克思与下f有关官僚政治有意义

的几个段落，这些段落表明了他对国家权力下一个社会学定义的最初尝试，

部分地反映了他自己在做《莱茵报》编辑时由于官僚风气所遇到的困

难。 I 22 I 黑格尔说过、国家通过自治机关和官僚机构方式调和市民社会内部

的矛盾方面：为f给国家施加压力，前者把个人私人利益集结起来；后者

调和巾此表现出来的囚家和私人利益。通过官僚机构，黑格尔意指一个通

过竞争从中产阶级吸收的更高级的公务员团体。公共利益的表达和维护国

家统一的任务委托给他们。他们之上的籵卞和来自他们之下的自治机关的

压力来防止他们作任性的决定。

马克思开始就谴贡了做这种调和的努力，认为这种调和并没有解决

（最多只是掩盖了）历史性地被决定了的对立。黑格尔对中世纪等级的解

体过程、 T业的增长以及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经济战争作了很好的理解

(I) ”到现在为仆＂．此处关文农土为formn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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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马克思对资本主义道傥弓出的一些非常引人注目的特征，都儿乎是

卢接地取自黑格尔。「23] 但是，黑格外仍然是试图构造形式 L的国家统一，

所以他只足创造了更进一步的异化：已经在君主制中异化了的人类存在，

如今在行政的，即官僚的权力增长巾义』一步异化了。黑格尔所提供的是

一种刘官僚的经验描述，部分是真实的，部分是伪装的Q马克思驳斥了黑

格尔声称的这种观点，即官僚足公正尤私的，囚此是一个“普遍的＂阶

级 他这样颠倒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认为，虽然官僚的作用原则上是一个

普遍的阶级，但他们通过建立起独立千仕会的集团利益，实际上最终把它

变成了他们私人的事情。因此，官僚，是国家内一个特定的、封闭的团体，

檀 FL 挪用了国家的意识、意志和权力。在反对中世纪同业公会的斗争中，

官僚机构必然胜利，因为每一个同业公会都需要官僚机构反对其他的同业

公会，而官僚机构却是自足的 官僚机构的存在是为了要解决间题，然后．

为 r使自己永远存在（ rai沁n d.eIre）．它又使问题得以产生a 官僚机构变成

了门的而不是手段，因此、一无所成。干是这个过程解释了官僚机构的一

切特征：形上匕主义、等级制度、神秘性、它自身的门的与国家目的的一

致性，，

丐克思在一段话中总结f这些特补．其涧察力和敏锐性值得我们详细

引达：

一辜正
……官僚机构认为它自己是国家的最终目的．．．．．．国家的任务成了例

行公事，或者例行公事成了国家的任务 官僚政治是一个谁也跳不出的

圈子。它的等级制是知识的等级制。上层在各种细小问题的知识方面依

靠下层，下层则在有关普遍物的理解方面信赖上层，结果彼此都使对方

陷入迷途。

官僚机构是和实在的国家井列的虚假的国家，它是国家的唯灵论。

因此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重意义｀即实在的意义和官僚式的意义，正如同

知识（以及意志）也是两重性的一实在的和官僚式的一样。但官僚机

构是根据自己的本质、根据彼岸的唯灵论本质来看待实在的本质的 官

僚机构掌握了国冢，掌握了社会的唯灵沦实质：这是它的私有财产 官

倷机构的普遍精神是秘密，是奥秘。保守这种秘密在官僚界内部是靠等

级制组织，对千外界则靠它那种闭关自守的公会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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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精神及国家的意图．对官僚机构来说就等千出卖它的秘密 L．因此，权

威是它的知识原'.iJIl 、右茩拜权威则是它的思想方式C 但在官倷界内部，

唯灵论变成了粗劣的唯物主义．变成了订目服从的唯物主义｀变成了对

权威的信赖的唯物主义、变成了例行公事、成规、成见和传统的机械论

的唯物主义 就单个的官僚来说，国家的目的变成了他的个人目的，变

成了他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手段。首先、这个官僚把现实的生活看做

物质的生沽，因为这种生活的精神在官僚机构中有其独特化的存在 24 J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根本性批判同前几部分的批判，样：人类作为整体

的特性已经转移到（，个因此曲代表现代政治生活虚幻普遍性的特定个人

或特定阶级。

最后，马允思讨论（黑格尔关千立法权尤具足关j：：普彴上等级的论述。

按照黑格尔的论述，它构成了国家和市民仕会的中介（马克思驳斥迫，这

种观，［奴实际 l-,lJ.先假定（国家和市民补会的分成一把国家和市民社会节

作实体加以调和．囚此这甲蕴涵竹问题的令部．因为“市民补会和政治国

家的分离必然表现为政治市民即公民脱离市民仕会．脱离自己固存的、真

正的、经验的现实性”今 U 为 r从历史的角度对黑格尔进行批判，马克思

1843 年夏天并不是仅仅使门已沉没仆为从雅弗利、孟德斯鸠、卢梭的政治

理论中，他还对近代法囚、英国、美国，机年瑞典的历史做『大员的笔记，

并且对公元 600 年至 1589 年做f长达 80 页的历史年表亡这些阅读使马克

思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法国革命已经彻底摧毁了等级在中世纪中享有的重

大政治作用，一一黑格尔认为这些等级已足以代表市民补会，这样的思想

已经过时了，这些思想表征了德国不及达的状况。黑格尔的概念框架以法

国革命思想为丛础．但他解决的方法却仍然是中世纪的．这说阴德国的政

治状祝与它的哲学相比，足多么滞后？确实，就一夺级”这个词中世纪

的、现在仍然残存的意义来说，唯一的等级是官僚机构本身。快速增长的

社会流动性使得旧时代起仿依厮需要和工作区分开来的各种等级不合时宜

了。”在这里，唯－忤遍的、表面的和形式的券别还只足城市和乡村间的差

别 而在社会本身内，这种差别则发展成各种以任性为腺则的不稳定不巩

固的集团 金钱和教养则足这电的主要标准 C " !b 为克思写到这里突然中断

了，并表示以后在合适的地方（他并没有做），即在讨论黑格尔对市民仕

会的观念时再来探讨这个问题 然而，他确实接下来 h· －个显示未来无产

阶级在他思想中的正婓忤的评论中指出｀节代市民社会最为显著的特点确

切地讲来，足”被剥夺了一切财产的人们和直接片动即具体劳动的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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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足市民社会中的一个等级｀还不如说足市民社会各从团赖以安身和

活动的基础”l27] 。马克思这样总结他对嘿格尔的反驳：“既然市民等级本身

就是政治等级，那就不需要这种中介；既然盂要这种中介．市民等级就不

是政治等级......黑格尔希望有巾世纪的等级制度，但是要具有现代立法权

的意义；他希积有现代的立法权，但是投披上中世纪等级制度的外衣。这

是最坏的－种浪合主义C ",281 

在黑格尔看来，全部问题都椋r- 1卧家勺市民仕会的分漓｀对此呫克思

石到了两种可能性：第一．如果国家和巾民什会继续分离下去｀那么作为

个体的一切人除非通过议员郘不能参与立法．这止是．．它们互朴」分岛的表

现，并且也只是二元论的统一的表现“29 •第勹｀如果市民社会成为政治

仕会，那么作为代表的立法权的于＇反作）廿就不复存在 r, 因为它依赖于国

家与市民仕会的神学式分离－因此｀人民应该争取的目标不是立法权．曲

是管理权。马克思用一段沽结束『他的讨论，这段话沽楚地显示f他 1843

年夏如何勾画了未米的政治发展：

鑫飞态今”

……这里的问题井不在于市民社会应该通过自己的议员来参与立法

权，还是全体成员都应该单独地直接参加立法权。这里的问题在于扩大

选举权，即扩大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便使选举权尽可能普遍化。无论

在法国或在英国，围绕着政治改革进行的争论的佳点就在这里

……选举是真正的市民社会对立法权的市民社会、对代表要素的真

正关系心换句话说，选举是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的直接的、不是单纯想

像的而是实际存在的关系,.......由于有了无限制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市民社会第一次真正上升到脱离自我的抽象，上升到作为自己的真正的、

普遍的、本质的存在的政治存在 c 但是，这种抽象的完成同时也就是它

的消灭。市民社会确认自己的政治存在是自己的真正存在，这就使得不

同于自己的政治存在的市民存在成了非本质的存在；而互相分离的各环

节中有一个环节脱落，和它对立的另一个环节也就随之脱落。因此．选

举制的改革就是在抽象的政治国家的范围内要求取消这个国家．但同时

也取消市民社会~ JO 

这样，马克思在这里得出了与探讨“真正的民主政治”时相同的结

论，民主政治意味着普遍选举，普遍选举将导致国家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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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从这部书稿米看｀马克思采 IIl f费尔巴哈的入逍主义基本原

则，并以此在里格尔的辩证法中运用了费尔巴哈妇训、宾词颠倒的方法。

马克思认为，很显然．未来的任何发展都将涉及人类社会屈性的复归，而

自从法国革命抹平了－．切公民在政治国家中的片别并因此突出了资本主义

社会的个人t义之后．人类的这种社会屈性就已经丧失f。虽然马克思内

心深信社会组织不和会建立在私行财产的基础之上．但是他在这里还没有

对私有财产的消亡进行明确的论证，也没有沽楚地论述各个阶级在社会进

程中的作用 c 他的这种实证思怕的不稍确亮不奇怪．因为他的书稿只不过

是对黑格尔文本的－个初步考察；是他与同伴们思想发展中的一个极为短

暂的过渡阶段 况且｀保付下米的这部书稿是不完整的、有一些计划中的

论述要么是没有进行，要么是现在还没有找到。口1

一封马克思 1843 年 9 月写的、后来在《德法年鉴》发表的给卢格的

信，很好地表达f他即将离开德国时的思想和政治立场，同时很好地说BJl

了他赋予了他所称作的”意识改革“多么大的重要性。他写道：未来的情

况也许并不1 分明朗．然而“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F我们不想教条式地

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四＇，确定的是包括各

种各样共产主义体系在内的一切教条主义都是不能接受的：

……共产主义就尤其是一种教条的抽象观念．而且我指的还不是某

种想像中的和可能存在的共产主义，而是如卡贝、德萨米和魏特林O等人

所鼓吹的那种实际存在的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人道主义原

则的特殊表现，它还没有摆脱它的对立面即私有制的存在的影响。所以

消灭私有制和这种共产主义绝对不是一回事；除了共产主义外，同时还

出现了如傅立叶、蒲鲁东等人的别的社会主义学说．这决不是偶然的，

而是完全必然的，因为这种共产主义本身只不过是社会主义原则的一种

特殊的片面的实现而已，

然而社会主义的原则，整个说来．仍然只是涉及到真正人类实质的

实际存在的这一方面……'”

在德国、这种人类本质的实现首先依赖J：对宗教和政治的批判，因为

(1) 炎文巾尤＂魏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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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正是它们成为兴趣的焦点；现成的体系是没有用的j批判必须把

当代的思想作为出发点v 马克思用一种使人想起黑格尔的关千理性在历史

中进步的论述术语，宣称：“理性向来就存在，只不过它不是永远以理性的

形式出现而已｀＇＇｀4' 理性的口标已经内什千任何一种实际的或者理论的意

识中了，正等待着把它们揭示出来的批评家出现，

这样马克思同意从实际的政治斗争出发，解释这些斗争之所以发生的

原因。关键是要通过灌输对宗教和政治问题的纯粹人性因素的认识，来剥

去它们的神秘性 他在信的结尾处写道：

因此，我们的口号应当是：意识改革不是靠教条，而是靠分析那神

秘的连自己都不清楚的意识，不管这种意识是以宗教的形式或是以政治

的形式出现。那时就可以看出，世界早就在幻想一种一旦认识便能真正

掌握的东西了。那时就可以看出、问题并不在于从思想上给过去和未来

划下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在于实现过去的思想。而且人们最后就会

发现，人类不是在开始一件新的工作，而是在自觉地从事自己的旧工作。

这样，我们就能用一句话来表明我们杂志的方针：对当代的斗争和

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批判的哲学），这是既为了世界，也为了我们

的工作。这种工作只能是联合起来的力量的事业。问题在于忏悔，而不

是别的。人类要洗清自己的罪过，就只有说出这些罪过的真相。「35j
一一－一 -- - -- - -

这种通过“意识改革”的救赎观念叫然是很唯心主义的。但这不过是

当时德国哲学的一种代表C 马克思十分留心激进派中的思想混乱，在完成

对黑格尔的批判不久之后就写信给卢格：“虽然对于｀从何处来＇这个问

题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对千｀往何处去＇这个问题却很糊涂。姑且不谈普

遍地存在千各种改革家的观念中的那种混乱状态，就是他们中间的每一个

人．也都不得不承认他对未来没有阴确的概念。”;`6 正是巴黎的这种思想氛

围最终导致了马克思从纯理论领域转向直接的、实际的政治领域。

二 《德法年鉴》

当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评论黑格尔政治学的时候，卢格一直忙 F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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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年鉴》的筹备「作．为了为从资金，他试图在惚国贷－大笔款：当这种

努力彻底失败之后，他自己实际 L承担f出版的所打资金。他们把斯特拉

斯堡（他们以前中意的）作为出版地巡到f拒绝｀ J一是弗吕贝尔提议他和

卢格一起到布彴塞尔和巴黎，研究作为出版地哪个城巾吏适合。 7 月底卢

格向西出发，在克罗茨纳赫停留f －下行中f伪克思，然后在科伦与赫斯

和弗吕贝尔会合． 一起上了比利时 布仵塞尔也不令人满店，因为虽然此

地对新闻出版管理相对宽松．但城巾入小J'、 lfu ll缺乏政治粘神 因此 8

月 (l843 年），赫斯和卢格继续到（巴黎，准备把那用作为《德法年鉴》

的出版地

要吸引撰稿人、尤其吸引忐问逍合的撰柲人足困难的：卢格和弗吕贝

尔两人都作常积极地努力使怂且1 人参加，但 1,I 由派作家拒绝了；柏林的青

年黑格尔派只布布彴if,1 ·鲍威尔答应撰柲（砓后从至连他也什么都没有

写）。这样，撰稿人只刹原先通过弗吕贝尔的苏黎世出版仕与他相联系的那

些人了：赫斯、恩格斯、巴粘宁和泡尔维格 C 他们的观，r只也是不同的：赫

斯和巴枯宁声称他们本人的标志足博采众长的无政府上义的共产主义，面

弗吕贝尔、海尔维格和户格则嗳昧地称自己是民 K K义，强调公众教育的

重要性 山千法因的影响增强了古年馔格尔派的政治意识，“激进上义”

的口号开始让位千更为专门的政治术语一~“民七政治勹但是卢格几个

人在一起不过是希叩把费尔巴哈的哲学进－步运川到政治 l一，去；他们最喜

欢的词是“人逍主义”。而费尔巴哈本人则不愿意合作－马克思认为谢林

在法国人中亨受着很不恰当的卢望：就在离开克罗茨纳赫前往巴黎之前，

他就给费尔巴哈笥（ 封信，建议他撰稿批判谢林：

d'勹

......谢林的这种真诚的肯春思想，在他那里只落得一场背春幻梦，

而在您那里却成了真理、现买、男子汉的事业，；因此谢林是您的预先出

现的模拟像，而一且现实出来反对，这种模拟像就会烟消云散了，因此，

我认为您是自然和历史的陛下所召来的、谢林的必然的和自然的对手。

您同他的斗争是真哲学同假哲学的斗争”

然而，费尔巴哈回答说｀在他召来｀从理论轧向实践的时机还不成熟，

因为理论仍然需要完备；他不客气地告诉马克思和卢格：他们对行动太缺

乏耐心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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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德法年鉴》撰稿入至少都在这一方面闭结起来了，即认为巴

黎是避难所和令人鼓舞的地方- 1789 年和 1830 年的革命已经使巴黎成为社

会主义思想无可争议的中心，就这一点来说，他们的期望是合理的。路

易·菲利浦的“资产阶级T刑］“正走 L穷途未路，并且变得日益保守；书

报检查的法律曾仆 1835 年变得史加严格；从 1840 年开始，反自由主义的

基佐就控制了政府＾但是政治活动在半秘密的状态下并没有丝亳减弱，那

里有各式各样混乱的带有粔象的党派、沙龙、报纸，每一个都声称自己是

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卢格一到达巴黎，就在赫斯的带领下开始进行联

系，赫斯从做《莱茵报》的法国通讯员时起．就作常熟悉这里的政治环

境。卢格对他的沙龙之旅的评述是一连串的误会。(39] 每一个团体都认为另

一个落后一百年 令法国入诧异的是卢格好像对共产主义几乎一点也不熟

悉，而同样令他们惊奇的足，他是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侣导者，而这些是

1789 年以前法国的思想口勹 对卢格来说、他不能理解法国入怎么还这么

依赖宗教，伽德国哲学曾花费很长时间的努力才从中摆脱出来，

拉马l 先是把《德法年鉴》的观念描述为“神圣的”和高尚的，但后

来一了解到它的革命性质时，就拒绝撰稿了口列彴专心于发明一种新的印

刷机。卡贝对卢格的无神论感到宸惊，并缺乏共产七义承诺。孔西得朗也

疏远了，因为他怀疑这份杂志会倡导暴力。蒲行东不在巴黎。这样，虽然

尽了一切努力，《往法年鉴》似乎还是没有一份法国入的稿件。到 1l 月、

卢格甚至开始为他的德国撰稿人数太少而担忧起来：海尔维格正在度蜜月；

巴枯宁从苏黎世被逐出后正在过漂泊的牛活 这种空缺为答应撰写几首诗

的海涅（他在法国停留的时间里，已经越来越同情社会主义思想），还有

斐迪南·布兰斯所弥补（在他成为《癹海姆晚报》的编辑之后，最近又被

从巴伐利亚驱逐）

1843 年 10 月底马克思到达巴黎。燕妮带若 4 个月的身孕，跟随他来到

这里。他们先租居在瓦诺街 23 号．这是左岸市圣杰曼区的一个安静的街

区，是许多其他德国移民聚居的地方。马克思一家来到之前，卢格已经租

下了瓦诺街 23 号的两层房子，当时德国社会主义作家领导人 G. 毛勒也住

在这里；《德法年鉴》的＂办公室”在瓦诺街 22 号的第一层。卢格先前曾

写信给马克思描绘了他以傅立叫思想为基础而建成的“空想共产主义村

庄”的计划：他邀诮马克思一家、海尔维格一家和毛勒一家加入到他和他

妻子的公社生活的实验室中来勹每个家庭都有独立的生活空间，但是共用

厨房和餐厅；妇女轮流承担家务。.40 爱玛．海尔维格匆匆浏览了当时的情

况，就立刻拒绝了： ＂卢格的妻了．一个小巧可爱、美好但毫无个性的萨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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逊人．怎么能与有若极高智力、还比她存着更为远大抱负、更多学识的马

克思夫人很好地柜处呢？悔尔维格大人，达：个女人们设小的一个，才刚

刚结娇怎么能过这种共同体的生活 '1" 小＇乃克思和燕妮也没有待很长时

间：不到两周｀他们便搬到了 31 号；接行 12 月份最终定居在瓦诺街 38

号，在那里，他们一直待到离丿「巴黎。

马克思还从克罗茨纳赫带来『标题为《论犹太人问题》的－篇文章．

这是他上－·个夏天阅读有关法国和美洲书和的粘华“其中心论题还是当代

国家从市民礼会的分离，以及随之而来自由上义政治解决社会问题的失败。

犹太人的解放问题节时在忤鲁 L正引起普遍的兴趣．那里从 1816 年来，犹

太人享有的权利一门远远低J．址督徒（，占克思有段时间曾寸门在思考这一

问题 早在 1842 年 8 月．他钓讷奥本海姆给他寄去《科伦日报》编辑海尔

梅斯的所有反犹太的义名C 海尔梅斯支持在德国对犹入入实行某种种族隔

漓«，切飞，思儿乎没们几］这此材料｀但 1842 钉 l I 月，鲍威尔在卢格的《德

国年竖》 1．．发表 r －系列关卜这 问题的文i觅马克思认为鲍威尔的观点

“太抽象””，决定通过勹－长篇详细评论的简捷途径、展开对 l'」由主义国

家的批判＾鲍威尔在他的文菜中官称仇太人与基督徒为（能够牛活在－起｀

他们必须放弃分离他们的东西 基督徒和犹太人都同样地没有人权：因此

不仅犹太人曲且所介人都需荌解放U 在专制制度下，公民权是难以想象的。

当公民等级、政治等级和公民特权、政治特权被悄火，所有人在一个自由

的、世俗的国家中都享有平等权利的时候、宗教偏见和宗教的独立性才会

消失。

马克思欢迎鲍威尔对基督教国家的批判，但批评他没有质疑这种国家、

因此没能考察政治解放（即对政治权利的承认）和人类解放（人类才能的

全面解放）的关系仑f上会不能仅仅通过把政治领域从宗教影响中解放出来

治愈自己的疾病 马克思引证了几个权威资料表明f北美宗教实践的程度，

接着写道：

既然我们看到，就在政治解放已经完成了的国家，宗教不仅存在，

而且表现了生命力和力量，这就证明，宗教的存在和国家的完备井不矛

盾。但是由于宗教的存在是一个缺陷的存在，那末这个缺陷的根源只应

该到国家自身的本质中去寻找Q在我们看来，宗教巳经不是世俗狭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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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而只是它的表现 因此，我们用自由公民的世俗秷桔来说明他

们的宗教秷桔。我们并不认为：公民要消灭他们的世俗秷桔，必须首先

克服他们的宗教狭隘性Q我们认为：他们只有消灭了世俗侄桔．才能克

服宗教狭隘性 C 我们不把世俗问题化力神学问题 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

为世俗问题。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

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 在我们看来，政治解放和宗教的关系问题已

经成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关系问题。虽然我们在批判政治国家的世

俗形式的时候抛开了政治国家在宗教方面的无能，但实际上也批判了它

在宗教方面的无能。”

因此，政治从宗教巾获得解放并没们把人从宗教观念中解放出来，因

为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并不一致。例如，国家本身已经从宗教中解放出来

了，而公民可能仍然受到宗教的限制 袍威尔没有认识到的是，他所提倡

的政治解放体现了今种类似千他刚刚进n批判的宗教异化的异化 入类解

放，因为它要通过囚家的中介，所以仍然是抽象的、间接的、部分的。”即

使人已经通过国家＇吉布自己是无神论者｀ D|l 官布田家是无神论者，但他还

是受着宗教的限制，这正是因为他只是间接地通过中间环节承认自己的。

宗教就是间接的通过分个中介物对入的承认，国家是人和人的自山之间的

中介物""衵

这与私有财产的情况类似：就美洲宪法宣布选举并不高要财产的限制

而言，它已经消灭了私有财产」们足，这远没有真叮地消灭私有财产，而

实际上正是以私有财产为前提。结果，人类存在被深度地分裂f:

在政治国家真正发达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

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

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做社会存

在物；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

动，把别人看做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成为外力随意摆布的玩物 C[45 」
- --- - - - - - - 

但是，政治民上并没有受到谴贡，因为它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在迄

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范围内，它是人类韶放的最后形式”1,46) 就它把人当

作基本原则，把人乔作至高的君上这一点而言，它也许可以被称为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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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不幸，意味石：

~C) 

人，作为表现出来的无教化的、非社会性的人；在其偶然性存在中

的人；作为起源和发生的人；作为被我们整个社会组织腐化了的人类；

迷失自我的人；屈从于非人环境的控制的人；一—一一句话，不再是真正

的类存在物的人。基督教的幻想、梦想以及对一种必然性的基础性的设

定（即人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不过是一种与人自身分离的异在于人的最

高权力）．在民主政治中变成了可感知的现实和世俗化的簸言。[47 j 

在表阴宗教勹公民权有史多的－致性之后｀马克思现在与鲍威尔拒绝

承认犹太人的人权要求展开f论争 鲍威尔认为犹太人和基督徒都不能要

求普遍的人权． l且为他们特定的、独有的宗教必然使他们的要求都们于无

效 屯克思通过考察法 1可和美国的宪法驳斥f鲍威尔的观点七首先，他论

述 r公民权与人权的［X 月叭公民权足政治秩序的权利；这种权利通过人参

与到国家的忤遍性质中表现出来毛止如 l一．文入阴的那杆．它绝不以消灭宗

教为前提 这种权利反映『人的社会木肵一一虽然足以完全抽象的形

式一—一对这种本质的要求将导致人类的解放 舟炉讲来，人权并不如此：

它足资产阶级社会分离的表现噜丝是个具有社会性 3 例如在法国 1791 年和

1793 年的宪法和新罕布什尔和宾夕法尼亚的宪法中，人权并不排斥实践中

信仰宗教的权利；恰恰相反气它公升承认这种权利』马克思引证条文对此

进行f hI阴

接竹马克思问逍：为什么这些权利被称为人权呢·1 因为这足被当作市民

仕会成员们人的权利：为什么甘民社会成员勹入足咖致的呢？囚为人权是自

私自利的、足反f」会性的勹这足谈到的所有宪祛的实际怕况，甚至包括最为

激进的宪法；它们尤·例外地都使“人“屈从 l一．“公民”，他们所宣称的－

切人权都具有这种衵同的特点、。例如，自巾足”从 1i一切对别人没有害处的

活动的权利”畸按照马克思的观，＼尽它“不足建立仵人勹人结合起来的菲础

L，而是建立在人甘人分离的从础 l：心这项权利就是这种分离的权利，是

狭隘的、封闭在自身的个人的权利”几 财产权、就是任意地、不受他人

限制地处罚自己财产的权利，它是“自私自利的权利...…这种自由使每个

人不是把别人看做自己自由的实现，而是看做自己自由的限制 ”•9] 。平等

不过是以上描述的自由的平等权利、安全性是利己主义的保证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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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任何一种所谓的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主义的人，都没有脱离市

民社会成员的团体 马克思总结了他对《黑格尔法折学批判》更为详细的

分析，说圳j f政治解放涉及旧的封建社会的解体 但是从封建社会到资本

主义社会的转变并没有带来人类解放：“人并没有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他反

而取得了宗教自山”，马克思在论述的结尾宣称：

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

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人劳动、自己的个人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

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症”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

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做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

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c. I so 
一..

在同一篇文音巾，马克思还对鲍威尔的《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

山的能力》做了极为简短的评论，鲍威尔的这篇文章刊登在海尔维格的

《来自瑞士的二卜一印张》上 鲍威尔义音的主题是犹太人比基督徒离解

放更远：因为拈督徒只需要放弃他自己的宗教，而犹太人却还要放弃他的

宗教的完成形式一基督教 也就是说、尪督徒要获得解放只需要一步，

而犹太人要两步。针对鲍威尔对这一问题的神学表达，马克思在争论中进

一步论述了他在文章第一部分已涉及的问题：宗教是这个污浊的、自私自

利世界的粘神的虚伪外表。对马克思来说，犹太人的解放间题已经变成了

为消灭犹太教而需要克服特殊的社会因索这—问题 他把犹太教的世俗基

础定义为实际需要和自私自利，把犹太人的世俗偶像定义为做生意，把他

的世俗上帝定义为金钱。马克思得出结论：

一种社会组织如果能够消除做生意的前提，从而能够消除做生意的

可能性，那末这种社会组织也就能使犹太人不可能产生。他的宗教意识

就会像烟雾一样，在社会的现实的、蓬勃的空气当中自行消失。另一方

面，假如犹太人承认了自己这个实际本质毫无价值，因而尽力消除它，

那他就会摆脱自己以前发展的范围，直接从事于人类解放，为反对人类

自我异化的极端实际表现而奋斗。 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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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犹入人已经川犹人人的方式解放（自己 这之所以可能．就在

J二丛督教世界已经充满f实际的犹太粘神。他们名义上的政治权利的丧失

对犹太人并没有影响，因为在实际中犹太人还川着巨大的金蚀权力。＂犹太

人实际上的政治权力和他的政治权利0之回的矛盾也就足政治和金钱势力

之间的矛盾 虽然在观念上，政治权力淩钮「．金钱势力之心具实前者却

是后者的奴求。··,“市民社会的基础是实卧寄耍、这种实际需要的上帝是金

钱-犹太人的世俗化f的上帝：

钱是以色列人的嫉妒之神；在他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钱集视人

所崇拜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价值，是

一种独立的东西，因此它剥夺了鳌个世界一一」人类世界和自然界一一一本

身的价值。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这个外在本质

却统治了人，人却向它膜拜。”“
---

犹太教作为一种宗教不可能进一步发展卜左们足，它在实际中已经

成功地使自己站立在市民社会和基督教世界核心之处了：

犹大奠着市民社会的完成商达到自己的顶点；但市民社会只有0在基

督羞世界才畿完成。基督敏把一切民族的、自然的、道锋的、理论的关

系变成人的一种外在的东酉，因此只有在基督教的统治下，市民社

会才能完全从国家生活分高出来，搬毁0人的一切类联系，代之以利己主

义和自痕的警戛，把人的世界变成互相隔绝互相敌对的个人的世界。（印

因此，起源j：犹太教的丛督教现在已经解体并还原为犹太教。

马克思在结论中概述『他个久将详细论述的异化劳动的思想：

工 试比较此处英文： The mnIrad1(., in11 beIwc('n tlw J心·、 lad uf pnl iti cal righb and h is prul' l i

t" al power （犹太人实1杯上的权力勹政治权利的缺乏之 I.1] 的矛盾）

? “只仆＇．此处英文对应的农达足firsl

(3) "撕毁＂．此处关文农达为 I.ear a、und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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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受着宗教束缚的人，只有把他的本质转化为外来的幻想的

本质，才能把这种本质客体化，同样，在利己主义的需要的统治下，人

只有使自己的产品和活动处于外来本质的支配之下，使其具有外来本

质——－金钱一一的作用，才能实际进行活动，实际创造出物品来。[55]

大体说来，这篇文范引发了这样的观点｀即马克思是反犹太的七如果

匆匆地不作思考地阅读一下，尤其是较简短的第二部分，会有这种令人不

快的印象，的确是这样－马克思在其他地方沉涌千反犹太的评论一但都

没有像在这里具有连贯性，也确实是这样 他本人也作为一个犹太人被他

很多最为强劲的对手卢格、蒲雀东、巴枯宁、杜林攻击过；但实际上，不

论在他公开出版的茗作还是他的私入信件中，都没有犹太入自我意识的痕

迹。马克思在科伦发生了一件事情某种程度上表明了他的态度：

本地的犹大教公会会长刚才到我这里来｀请我替犹太人写一份给议

会的请愿书，我答应给写。不管我多么计厌犹大人的信仰，但鲍威尔的

观点在我看来还是太抽象 e 应当在基督教国家上面打开尽可能多的缺口，

并且尽我们所能把最大量的合理东西偷运进去、至少，应当试着去

做，一而激烈性将随着请愿被一次一次地拒绝而增长起来。 56]

这是马克思 1843 年 3 月给卢格写信中提到的内容。马克思愿意帮助科

伦的犹太人｀这表明与其说他的文章真正针对犹太人一不论是作为一个

宗教群体的犹太人，还是（在史小程度上）作为一个种族的犹太人，倒不

如说是针对与犹太人普遍联系的粗鄙的资本卞义，串实上，德语犹太入

(Judelum) 还有“商业”的意思，哈克思在某种程度上足在双重意义上使

用这个词的）而且，这－点是平要的，即咱克思这篇文音第二部分中的一

些主要观点一一包括对作为拜金主义体现的犹太教的拌击 儿乎是逐字

地取自赫斯的文浮 而赫斯是强烈的反执太主义者。（他的文慈《论金钱

的本质》曾交给《德法年鉴》刊登，但还没刊登出来这份杂志便停

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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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fL 《德法年鉴》上发表的第二篇文汽写于他到达巴黎后，这篇

文章显示出他在那电对千阶级的发现对他产生的巨大冲击，而以后他一生

都致力于这个阶级的解放 巴黎是欧洲的文化中心，在那里有几乎 l0 万的

德国工人移民 有些人到这里来提高各种不同行业的技艺；有些人来到这

里仅仅因为他们在德国找不到工作。这立刻打动（冯克思：

当共产主义的手工艺者组成协会时，教育和宣传都是他们的首要目

标。但是，联合的行动创造一种新的需要一一－结社的需要一似乎是手

段的东西成了目的＾当法国的社会主义工人联合到一起时，就可以看出

这种实际发展的最惊人的结果。抽烟、吃喝都不再仅仅是把人聚在一起

的手段。公司、协会以及也将结社作为自己目的的招待会，对他们说来

都足矣；人的兄弟情谊不再是空洞的词句，而是一种现实，人的尊严从

他们劳累的身躯上向我们投射出来。[58`

马克思参加了法国大多数上人协会的会议｀当然还是比较接近德国人

的｀尤其是正义者同盟。正义者同盟是德国人的秘密社会组织中最为激进

的一个，主要由移民来的手工业者组成，目标是把“社会共和政体”引进

德囚。，“马克思与它的两个领导人关系密切： ·个是医生艾韦贝克；另一

个是毛勒，他曾是卢格昙花一现的“空想共产主义村庄”的成员。但是，

实际上他并没有参加任何社会组织。[t,0)

虽然马克思第二篇文章的结尾坦率地宣布（尤产阶级的命运，但第一

部分只是重述了旧的论题。它是婓修改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导言；

韦实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概述的几个论点已经在《论犹太人问题》

中得以论述 因为只是·篇导言，所以它具有摘要的性质（导言用一种反

映马克思不同发展阶段的方式顺序排列了主题：宗教的，哲学的，政治的，

革命的。总体讲来，导言形成了宣言，其敏锐性和独断性使人想起 1848 年

的《共产主义宣言》也

这篇文章的所有要点巳经包含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了，但有一

个在叫时极富创新性的强调，即把无产阶级作为未来社会的解放者加以强

3 即（共产党官言） （ IIfan,f心1()of the Commun i.,1 Party),本书作者表达为 “Commu心1

M('II,Jesto” ，本书翻详为《JI<产t：义宣言》． F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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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虽然整篇文店写了巴黎，但足却明确地指向德国及他国革命的可能性；

据此，文章从乐教开始，接行进入政冶－这两个在德国最为紧迫的问题

（依据是他 1843 年 9 月给卢格写的．封菜单式的估件）。

马克思以关 F宗教的极为精彩的段落为开头、总结f从施特劳斯到费

尔巴哈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全部工作。他弓道：”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

实际上巳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足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 61 后面的这句

断言无疑依据于两个主荌囚素：第一｀在德因、宗教是晋们上政权的主要

支柱之一，必须先推倒宗教才能考虑政治的根本改革；第二，更广泛地讲

来，马克思认为宗教是异化的极端形式和任何世俗化过程的起点，这给他

提供了对其他异化形式批判的样本。但是他与费尔巴哈又有区别：宗教不

仅仅是一个还原的问题一~不仅仅是一个把宗教元素还原为其他更为基本

的元素的问题。人的宗教的虚假意识和世界本身是存在的，因为人和世界

被彻底毁坏了：“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据就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

造了人......但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

就是国家，社会 国家、社会产生f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

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 ”I62，宗教是这个不完善的物质批界必要的理想主义补

充，马克思使用 r一连串的比喻性语占：．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

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它的通俗逻驸、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

它的热情，它的道德上的核准，它的庄严补允，借以安慰和辩护的忤遍根

据“I 631 u 

马克思接行用一系列才华横溢的比喻表叭宗教既是这个社会深处病症

的反映．又是对它的抗议。然而，甘l f宗教同时为社会的罪恶作若辩护，

所以它妨碍若对社会罪恶的沽除。因此，

-lI卫

……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也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慰藉的那个世界

的斗争 G

宗教的苦难既是现买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宗

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状态

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世界－~宗教是它的灵光圈一

的批判的胚胎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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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克思关J二宗教的论述并不多（恩格斯的论述佷多），这是他所有茗

作中对东教岐为详细的阐述 他在这里表达的观点一—宗教是异化的人的

幻想一一圭i他早期的思想完全一致。（后来，对阶级的意识形态因素的论述

占据『非常的统治地位）他认为宗教疻要，同时又不屯要：泣要，是因为

它提供给人纯粘神的补偿一使人们从改善物质的努力中转移出来；不重

要，是因为在他石来，宗教的真正本质已经被他的同伴－尤其是费尔巴

哈一~完全揭示出来仁宗教只是附屈的现象，它依赖于仕会经济环境，

不值得进行独立的批判心

有人试图把马克思 E义们结为．种宗教，还有－些人试图宣称马克

思不是一个真正的无神论者，虽然这在他们的话语内似乎都是有道理的，

但却把问题搞混 r 。这是强调马克思卞义与犹太一基督教的救世历史[65]

的相似之处的入祸用的手法，但一些人认为谢林或者黑格尔把这种传统

世俗化为无神论的或者哲学的发现之后，马克思就接受了这种传统。 66)

的确，马克思认为节时德国的宗教为f中教条的、超越精神的路德教所

支配，但足，他足在一般的意义上谈论”宗教”的，他的反对是彻底的。

与如此多的早期礼会主义者（魏特林、圣西门、傅立叶）不同，他不容

忍任何妥协 他坚持认为无神论与人道主义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确

实，考虑到他提出问题所用的术语，这一点是无法否认的 n 当然，为了

把马克思变成一个不管别人阻拦 (malgre Jui)的信仰者，改变”无神

论”的意义是合理的，但是这样过多地抹杀了区别｀会把问题变得亳无

意义 ”l

接肴马克思从对过去批判的总结及它所取得的成就转向了现代的发展：

宗教批判摘去了装饰在锁链上的那些虚幻的花朵，但井不是要人依

旧带上这些没有任何乐趣任何慰藉的锁链，而是要人扔掉它们，伸手摘

取真实的花朵。宗教批判使人摆脱了幻想，使人能够作为摆脱了幻想、

具有理性的人来思想．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性；使他舱够园绕着

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大阳旋转。宗教只是幻想的太阳，当人还没有开始围

绕自身旋转以前，它总围绕着人而旋转。田）
_ ＿一一－－ 一－ - ---— 

因此，批判必须转向更深层次的异化，即政治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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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

真理 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枝揭穿以后，揭霓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

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 十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

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

对政治的批判， 169'

在这段导言之后，马克思的文岛由两个部分组成：对德国政治的反动

性和德国哲学的进步性之间差距的分析；由这种明显的差距引起的革命可

能性 马克思开始指出，甚至对德国现状的必要否定也是一种时代性错误，

而且这种必要的否定仍将使德国还洛庐法国 50 年。

不错｀想国历史上有过一个引以自豪的运动，这个运动世界上任何

一个国家在历史上都没有进行过、而且将来也不会仿照进行。我们和现

代各国一起经历了复辟，而没有和它们一起经历革命。我们经历了复辟，

首先是因为其他国家勇敢地进行了革命．其次是因为其他国家受到了反

革命的危害；在第一种情形下．我们的统治者感到害怕．在第二种情形

下，我们的君主没有感到害怕。我们往往只有一度，在自由被埋葬的那

一天，才在我们牧师的领导下，处于自由社会e[1,“

马克思论述逍，但书实上，德国在一个方面站在了其他国家的前列、

并给德国提供了彻底革命的机会，这就是它的哲学 所有的《德法年鉴》

的撰稿人都有若这样的观点，这使他们在法旧人看来好像是传教士；自从

海涅在《德国宗教与哲学的历史》（写T- 1835 年）中提出德国的哲学与法

国的政冶具有相似性并预言结果将会足一场德国的彻底革命之后，这种观

点一直在青年黑格尔派运动中流行竹。为「站在当代问题的核心之处，必

须进行批判的正是德国哲学 在德国｀只有政治哲学站在时代的前列。

接若，马克思通过指出在他看来并不十分正确的两种不同的态度，阐

明（自己的立场，第一派｀在某些方面使人想到费尔巴哈的观点｀马克思

称之为“实践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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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实践派要求否定哲学是正当的C.该派的错误井不在于提

出了这个要求，而在于仅限于提出这个要求，没有认真实现它，而且也

不可能实现它。该派以为，只要扭过头去，背朝着它．．．．．．哲学的否定就

实现了……你们要求人们必须从生活的现实萌芽出发，可是你们忘记了

德国人民生活的现实萌芽一向都只是在他们的脑子里生长起来的 c 一句

话，你们不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就不能消灭(l}哲学。（？！）

第一派，具有理论派的特征－马克思枉指布鲁诺·鲍威尔及其追随

者一一犯了同样的错误，只不过是在相反的方面：

它认为目前的斗争只是哲学同德国这个世界的批判斗争．

到现存的Q气哲学本身就属千这个世界．而且是这个世界的补充．虽然只是

观念的补充……它的根本缺陷可以归结如下：它认为，不消灭哲学本身，

就可以使哲学变成现实。”

鲍威尔哲学｀由于它拒绝任何与现实的调和，所以是非辩证的，并且

注定是克无效果的 c 马克思捉出的足他所反对的两种观点的综合：与现实

的调和，即在哲学实现自身的同时．悄灭”作为哲学”的哲学。这类似于

他后来提倡的“理论与实践相统－“,.,如果不是更早，也足从博士论文开

始，他就一门从巾一个问题的研究：哲学的世俗化 从 1838 年希茨科夫斯

基的《实践》到 1843 年赫斯的《行动哲学》．这个 K题成为黑格尔弟子关

注的中心，他们这样是为f能够紧紧抓仆时代的问题｀竭力冲破老师的体

系。正是沿若这条思路，马克思石到（解决德m政治回题的唯一的可能

道路，

在这篇文音的第．部分，马克思接下来轧而考察f吊命的可能性，这

一革命通过使德国首先达到不仅仅是政治方向的解放．从而不但消除德围

~I) ..泊火＂．英文表达为 lran,,"t"ncl. "超越”

(2: “现仔的＂，英文衣达为t>arl i,•r." 较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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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滞后状况，而且还使它跻身于欧洲各国的前列，因此、马克思这样提出

问题：“试问：德国能不能实现f个．．．．．．［原则高度的］实践，即实现一

个不但能把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现有水平，而且捉高到这些围＇豕即将达

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呢？”？“马克思以初步回答的方式扼要地总结了他以前

的结论：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

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1 理论只要说服...…

［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

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德国理论的彻底性

及其实践能力的明证就是：德国理论是从坚决彻底废除宗教出发的。对

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

这样一条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

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 17•

对德国来说，路德的理论革命——宗教改革已经表明了＂批判的武

器＂的蜇要性 当然，这一革命足不彻底的：路德只是把人的宗教意识内

在化了，他“砐除了对权威的信仰，却恢复f信仰的权威”[75} 八但是、虽

然新教还没有发现解决问题的真正方法．但于．少它对问题的表述是正确的。

德国现代的状况类似千这一宗教改革之前的状况；唯一的不同只在于哲学

取代了神学的位管，结果足人类解放取代 r只发生在宗教领域中的解放户

在这篇文章具有重要意义的最后几页中，马克思从他对德国状况忧郁

的评论中得出了乐观的结论：与法国相反，德国的革命不是部分的，而必

须是彻底的；只有无产阶级，在与哲学的联盟中，才能完成这一革命 马

克思开始论述了似乎在阳档着德国彻底革命的一些因素。“革命需要被动因

素，斋要物质基础。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 F理论满足这个国

家的需要的程度。、、 76 "彻底的革命只能是彻底需要的革命．而这些彻底需

要的产生，石米既没有任何前提．也没有必要的基础 ”1”但是正是德国不

完善的政治这种现实，预示了等待笞它的那种未来：“德国这个形成一种特

殊世界的政治现状的缺陷，不摧毁政治现状的舟女陪衙，就不可能摧毁德

国的特殊［如队”78 对德国来说，鸟托邦式的空想不是解放全人类的、彻底

的革命，而足部分的、纯政冶的、｀｀兖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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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若明显地以法国革命为范例．论述了纯政治井命的特征：

t.9 

- 

……就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解放自己，取得普遍统治．就是一定的

阶级从自己的特殊地位出发，从事整个社会的解放e 只有在这样的情况

下，即假定整个社会都处于这个阶级的地位，也就是说，既有钱又有教

育，或者可以随意取得它们，这个阶级才能销放整个社会勺：80 J

任何一个阶级要想在社会中扮演这个“特殊地位”的角色，它必

须一

…．．．在一瞬间激起自己和群众的热情。在这瞬间令这个阶级和整个

社会亲如手足，打成一片、不分彼此，它被看做和被认为是社会的普遍

代表；在这瞬间，这个阶级本身的要求和权利真正成了社会本身的权利

和要求，它真正是社会理性和社会的心脏...... Bl l 

对一个阶级而言．为了能够居于解放者的地位、就必须有阶级的两极

分化：

．．．．．．一定的等级就必须成为一般障碍的化身．成为一切等级所共通

的障碍的体现；一种特殊的吐会领域就必须被看成整个社会公认的罪恶，

因此．从这个领域解放出来就表现为普遍的自我．解放，要使一个等级par

excellence ［真正］成为解放者等级．另一个等级相反地就应当成为明显的

奴役者等级...... [82]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正是 1789 年前法围的悄形，当时，“法国贵族

和法国僧侣的普遍消极意义决定（和他们最接近却又截然对立的阶级即资

产阶级的普遍积极意义””。

德国的情况是很不相同的。因为那里每个阶级都没有凝聚力，并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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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自己于社会消极代表这种角色的勇气；知个阶级也都缺乏把自己同于广

大人民的想象力。阶级意识产生」二对较低阶级的压迫，而不是产生」二对自

上而来的压迫公然的反抗c 因此德国是不可能获得进步的，因为每个阶级

都把精力投于多个战线：

……所以当诸侯同帝王斗争，官僚同贵族斗争，资产者同所有这些

人斗争的时候．无产者就开始了反对资产者的斗争。资产阶级还不敢桉

自己的观点来表述解放思想、因为社会情况的发展以及政治理论的进步

已经说明这种观点是阵旧的．或者至少是成问题的了 “ 

接着马克思对他喳［详细论述的法国与德国之间的不同做了总结：

在法国，只要有点什么，就能占有一切：在德国，只有一无所有．才

不致失掉一切。在法国．部分解放是普遍解放的基础；在德国，普遍解

放是任何部分解放的 conditio sine qua non l 必要条件］。在法国，全部自

由应该由逐步傅放的现实过程产生；在德国，却应该由这种逐步过程的

不可能性产生。在法国．人民中的每个阶级都是政治的理想主义者噜它

首先并不感到自己是个特殊阶级．而是整个社会需要的代表口因此，解

放者的角色在充满戏剧性的运动中顺次由法国人民的各个阶级拒任，直

到最后由这样一个阶级担任，这个阶级将要实现社会自由，但它巳不使

这个自由受到人的外部的但仍然是由人类社会造成的一定条件的限制，

而是从社会自由这一必要前提出发，创造人类存在的一切条件。德国则

相反，在这里，实际生活缺乏精神内容、精神生活也同实践缺乏联系．

市民社会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是它的直接地位、物质需要、自己的锁

链强迫它，它一直也不会感到普遍解放的需要和自己实现普遍解放的

能力。[85]

这段话表明了马克思对法国革命的研究对千他观点形成的重要作用。

莱茵地区－他出生和度过早年时光的地方一直到 1814 年一直是法国的

领土，曾享受法国革命带来的好处。在这场革命中．市民解放成为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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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而不是只能远远嫉妒地观甲的外国人的所彴物 对所有的德国知识

分子来说，法国革命 (The Frr,nch Revolu tion) 就足指这场革命，马克思和

他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朋友们ff把自己勺 1879 年的革命英雄们相比户正是

在 1843 年复通过阅读法国革命的历史．他石出j (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

作用。的

在将近文革的结尾．冯克思总结式地提出问题： （恩国解放的实际可能

性到底在哪电呢？他的问答是：

9 

……就在于形成一个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着的阶级，即形成一个非市

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一个由于

自己受的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井不要求享有任何

一种特殊权利，因为它的痛苦不是特殊的无权、而是一般无权，它不能

再求助于历史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权，它不是同德国国家制度的后果

发生片面矛盾，而是同它的前提发生全面矛盾书最后．它是一个若不从

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井同时解放其他一切杜会领域，就不能解放

自己的领域，总之是这样一个领域，它本身表现了人的完全丧失，并因

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才能恢复自己。这个社会解体的结果，作为一

个特殊等级来说，就是无产阶级。187.

- - 

这段话提出f－个明显而关键性的 1司题、即为克思突然支持无产阶级

串业的原因 U 一些人古称马克思描述的无产阶级是作经验的，这样如此描

述的最终根源是黑格尔哲学9 例如．这种观，＼5 ．臼坚持认为“对尤产阶级

世界历史作用的考察足通过一种纯思辨的力式得到的，这种方式就是｀颠

倒＇黑格尔建立起的客观粘神的两两不同形式之间的关系 ”,8K] 还有一些

人宣称黑格尔的思想从根本上说是德国新教的．因此马克思这里的基础框

架足基督教的救世观念一—无产阶级扮如f以色列的受难仆人的角色：

• f'J.,.-勹儿心亚 1心是毫无意识地与构成汀卞—

思想连在一起了 构成这种救世思想的框架有：通过一

体得救的思想．拯救贫困的问题，对奴役人的不公正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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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以及解放的宽恕。无产阶级能够带来普遍的拯救，它扮演着类似于

《圣经》启示中救世主团体或者个人救世主的角色，， L｀91
-- --- ---- -

或者可以表达得史八找些： ＂尤产阶级的评遍性反映石普世性基督的观

．I，飞，这飞i为古克思的这种观点所训实，即他－自呕拉认为九产阶级在一

种片对的、变得－无所有的说况卜．．确切地说在它成为普遍性的这．点上

才存h一节然｀这是马克思的神的神性放弃的变换形式”（叩另－此人官

称，既然咱克思的观点没钉经验的从础、丛就表明他的观，点沥J·对尤产阶

级境况的追德卜的义愤

上述所有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军少从总体上的解释是如此－马克思宣

称了尤产阶级的关键性作川，这是他前面扼要论述的对法国革命分析的当

代应川、｀11 时他谈到f礼会的特殊等级，认为这个特殊等级”必须被看成

整个社会公认的罪恶，因此．从这个领域解放出来就表现为普迫的自我解

放”("。儿产阶级现在肛j- 1789 年法国资产阶级的位笘C.正是现在的无产

阶级能够回应西耶斯的话：“找贷不（什么，但我必须甘宰．切“C.因此，

文音的脉络表明了无论屯克思在多么大的程度上运用 r行年黑格尔派的宣

传泊古，他对儿产阶级作用的论达郘足取自于他对法国革命的研究。

?11 代祛囚社会主义思姓l的粘华融入（这寸力史丛础。马克思和巴黎著

名的补会上义者毗邻而店、并八 T．作已经 3 个月f。他文存中的有关无产

阶级的思想姓至不为门年黑格尔派闭休所独才」，而显然是巴黎老生常谈

的 1 ;, L92 1 

书克思突然支持无产阶级的巾业”]以自接归因 F他亲身接触了法国社

会主义知识分f·，其他早期的饱国共产主义者例如魏特林、赫斯也足这样。

，切克思现在不足为莱茵地区的资产阶级编辑报刊、也不足坐在克罗茨纳赫

从巾研究，而是站{i社会t义思想和行动的心脏c 他与 G. 毛勒居住在同一

栋房甲 E勒足正义者回盟的领计入之-'马克思经常参加他们的会议3

从 1843 年 10 月起．巧克思就JF始浸润仆社会 F 义的氛围中。杂不奇怪，

周围的环境迅速影响f他。“'
宙克思承认他所描述的儿产阶级在德国才刚刚出现一的确， 14 岁以

L的 l-“l l一．人仆男忖总人口中不足 4听 “它的特征并不足入生的贫穷（虽

然这也起部分作用），而足这种贫穷足人为制造的噜尤其是中产阶级解体造

成的。无产阶级将通过私有财产的否定带来旧社会秩序的解体、它本身就

体现 r对私有财产的否定 哲学最终正是在这个阶级中实现自身： ＂哲学把

无产阶级叫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叫做自己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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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同贞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

会解放成为人”「“这一 1,li，命的伈勹将从从国传来： " 切内仆条件一旦成

熟，德国的复活日就会山高卢雄鸡的高鸣米官布 “[9f,

第一期双月刊《德认句鉴》也足它的诚后 期 政府h }iff9 上对新闻

报道进行压制、尤其人力禁止妨碍治安的出版物输入 忤仵七明确禁止宣

传共产上义思想｀而《德法年鉴》巾的几篇义壮郘明显地带有仕会主义的

味道 德国节局的反应足迅速的：杂志在普仵 l：被禁｀数门本杂忐在边境

被查封，当局卜发了对马克思、诲涅、户格的逮捕令； F足在马克思的一

生中，他首次成为一个政治避对者。《德祛年哈》在法国也没有获得成功；

没有法国的撰稿人．它几乎没有引起认国媒体的注，仅勹弗吕贝尔退出了这

项事业，这一方而因为他不愿冒损失更多钱财的风险，另一方面因为他不

喜欢月头一期文范中革命的说l f。然而、两位并fl I.作的编辑门益加大的

观点分歧决正了《德法年鉴》的蔽终命还。户格在杂志就要出版的前几周

生病了｀绝大部分关键性的编钥l．作落到 l，为克思身忆卢格非常泪丧地

看到整个《德法年芩》给人的脓个印象 1.j他自己模糊的人道主义的前言迥

异；他欣赏马允思的义音．们认为他过分追求辞i义和笐旬风格 另外还存

在一些财政问题：户格捉前付给f赫斯稿酬、曲实际上赫斯后来没付写成

文益，卢格立刻把钱要（回米－这使得拈振的赫斯很恼火（他还得知卢

格刚通过在铁路股份上的投机头卖幸运地赚 l．一大笔钱）。马克思敦促卢格

继续出刊｀卢格拒绝 r. 他只送给宙克思几本《护法年鉴》，算是支付（

稿酬 但足．马克思 1844 年 3 月中旬收到f l000 塔勒（大约是他做副编

辑年薪的两倍），他的财政问题再·次解决j＇，这些钱是由荣克提议、以前

《莱茵报》的股东寄来的。',I7

1844 句春天，马克思和卢格的关系仍很密切 导致他们晟后决裂的是

马克思公开接受了共产t义以及他不羁的牛活作风 马克思在《德法年

鉴》中并没布使川“共产 l：义” 寸司，但在 1844 年春．他咑确地采用f这

一术语作为对自己观点的简短说明。l9矿卢格不能容忍共产主义 他充满抱

怨地给他的母亲（他经常因为财政拈据频繁地石屯她）写信：“他们希望

通过把人变成丁－ 1－』业者，通过公平地重新分配公共财产从而消灭私有财产

的方式解放人；但是他们现在把蚁为币要的东西依附卜财产，尤只是金

钱·····”“他进步＇l；过他们的观念荌＂寻致一个位察国家和奴役状态勺

为了在粘神和物质方面把尤产阶级从苦难的重片卜解放出来，他们幻想有

一个组织把这种苦难普遍化、让所有的人都来承担这种重压＇，应100丛卢格有

若强烈的消教徒色彩．这激怒了马克思这个奢侈逸乐的伙伴。诗人海尔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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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最近与一个富有银行家的女儿结f婚，过若花花公子的生活——－正如卢

格所述：

一天晚上，我们的谈话转到海尔维格和达古女伯爵“°"的关系。我那

时恰在孰力于重新启动（德法年鉴＞，对千海尔维格的生活作风和懒惰感

到异常愤怒。我数次提到他说他是一个浪子，说结婚时，他应该知道他
在做什么…...马克恩什么也没说，友好地高开了我。但是第二天他写了

一封信给我，说海尔维格是一个天才，他前面是一个美好的未来，井说

听到我那样把海尔维格看成一个浪子他很生气，又说我心胸狭窄，缺乏

宽容...…他不再和我合作了，因为我只对政治感兴趣，而他是一个共产

主义者。”“l

从此两个人的关系就完全破裂了。马克思在接下来的那个夏天，通过

对卢格写的关于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这篇文章的尖锐批评把他们的分歧

公开了。几丁名纺织工人打碎了新引进来的降低［他们上资的机器，被残

忍地镇压了 卢格的文萃批评了弗里德野希－威廉四世在《前进报》上对

待社会问题的家长式作风。 《前进报》是新的双周刊物，它当时已成为

（这上要归功千其主编卜·路． F • C ·贝尔奈斯的才华）德国移民激进言

论的一个主要论坛。贝尔奈斯近来刚从巴登逃亡过来，是一个颇为机智的

杂志人；为了揭露德国保守新闻的荒谬．他曾发动一个事件：他一个星期

就能使他们刊印 50 条显而易见的愚众之行；他赢了，就把这些条款以书的

形式重新刊行L 卢格在他的文章中明确反对纺织工人的起义具有直接重要

性这一观点；他说，任何社会的起义在德国都不能成功，因为共政治意识

卜分低下，而社会改革是起源于政治革命。

马克思 1844 年 7 月底在《前进报》上公开回应了他，他把纯粹非现实

性的作用与纺织工人的行动连接在一起，以赞赏的态度把他们起义的情况

与英国工人起义的情况作f对比J政治意识并不足以解决社会贫困：英国

有非常发达的政治意识，但它却是一个拥有行最广泛贫困现象的国家。英

国政府拥有着任意可供取用的极大数惜的信息．但足在通过关于贫困的祛

律两个世纪之后，仍然找不到比济贫院更好的办认心法国也是这样｀国民

公会和拿破仑都曾努力地消灭过亦贫，但者［i久败了 C 因此这种错误并不在

于像卢格认为的那样国家的这种或那种形式．解决方法是不能在这种或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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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政治计划中找到的。这种错误正存在于政治权力性质之中：

从政治的观点来看气国家和社会结构并不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国家

就是社会结构～国家一方面承扒社会疾苦的存在｀另一方面却把社会疾

苦的原因不是归咎于任何人类力量都不能消灭的自然规律．就是归咎于

不依赖于国家的私人生活，或者归咎于应由国家行政机关负贵的不妥当

的措施 例如英国就认为贫穷的原因在于自然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人

口的增长总是要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另一方面司同一个英国却又认为

赤贫的原因在于穷人的意志不好，正像普牲士国王认为原因在干富人的

非基督教情感同而国民公会认为原因在于私有者的反革命的可疑的思想

方式一样。所以英国就惩罚穷人，普鲁士国王就规劝富人．国民公会就

砍掉私有者的头。IIU`'

因此、国家要悄除其行政机关的无能，就必须消灭它自己，因为国家

越是强大，它的政治理智越足发达，它就越不会到国家自身中去寻求社会

疾苦的原囚＾ r占克思又一次用法国革命来证实自己的观点，法国革命的英

雄们“根本没有在国家的原理中去寻找仕会缺陷的根源，相反地，他们却

认为社会缺陷是政治上混乱的原因“,104 。

这样，对马克思来说，恰恰不是“政治理智”起着重要作用。西里西

亚起义的重要性远远超过英国和法国的起义｀因为它显示出了更为发达的

阶级意识。在对魏特林的茗作以及蒲鲁东和德国资产阶级的著作进行—番

赞赏性的比较之后，马克思又币巾了《德法年鉴》中他对无产阶级作用和

彻底的革命可能性所作的预合：

......德国无产阶级是欧洲无产阶级的理论家，

是它的经济学家，法国无产阶级是它的政治家一样。必须承认，德国进

行社会革命的能力是典型的，可是它对于政治革命的无能也是典型

的...…一个哲学的民族只有在社会主义里面才能找到适合于它的实践，

因而也只有在无产阶级身上才能找到解放自己的积极因素。IOS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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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克思以他对补会变化研究作的．个简明总结銡宋（文跻：

忐
`: 

……社会革命之所以采取了整体观点，是因为社会革命一—－即使只

在一个工厂区里发生的时侯也是一样一乃是人对非人生活的抗议；我

们看到．它是从各个真正的个人的观点出发的，那个离开了个人就会引

起他反抗的共同体才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是人的实质。相反地．革命

的政治精神总在于没有政治地位的阶级渴望着消除自已被排斥于国家和

统治之外的这种孤立状态）政治精伸的观点就是国家的观点，即抽象的

整体的观点，这种抽象的整体之所以存在只是由于它脱离真正的生

活…．．．因此，具有政治精神的革命就适应着这种精神的狭隘的、二重的

本性，靠着牺牲社会本身的利益，在社会上组织了一个统治阶层
出来。 ll(1o]

因此令卢格的计会革命必然有－个政治火魂这样－种观点与真理足相

对立的：

…...每一次革命都破坏旧社会，所以它是社会的每一次革命都推翻

旧政权，所以它具有政治性，，

．．．．．．一般的革命一一推翻现政权和破坏旧关系一是政治行为…．．．

但是．只要它的组织活动在哪里开始．它的自我目的，即它的精神在哪

里显霓出来、社会主义也就在哪里抛弃了政治的外无。即l

这场争沦标忐粕与户格关系的彻底结束C 虽然马克思继续与海尔维格

保持若友谊，但也没有持续多久 马克息不久就承认户格的贞难毕觅还是

有些道理的。海尔维格腐化的性格以及他对共产t义的伤感不可能与马克

思的气质和思想协调起来 对千马克思的气质和思想，当时海尔维格写道：

”他是最后学究的完美化身。一个不知疲倦的「一作者和伟大的学者，他知道

这个世界较多地在丁理论，而不是实践 他究令清楚门己的价值.....他对

对手的讽刺具有剑了手刀斧的冷静锐利 0,, 108 对海尔维格不再抱希钜之后，

马克思把越来越多的时间用来和海捏仆一起C.马克思—被逐出巴黎，就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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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他本人囚离开而悲伤怀念的唯·的一个人足由涅。

1830 年革命之后，沟涅乃上就把巴黎｀l1 作自己的根据地 海涅在这个

城巾［达个城市引以为朵的其他很多文化名人中还h缪卒．维尼、圣伯沃

(Sai nle-Beuve) 、安格尔和肖丿书］个仅足－位忱名的诗人，而且还探深地为

圣西门以及后来法国社会卞义者的思想所吸引 海涅苦千自己的著作在梓

售 L被杏禁．认为共产t义的成功个可避免，但足＇l, 怕群众的胜利和“这

些忧郁的反传统者将破坏我的月桂树林和种柏马铃讲的时间 ”109 。他与马

克思的友谊与他人多数奻好的讽刺诗的诞生足在回｀个时期、据诗文叙述，

马克思曾用下面的话鼓励他：“抛开你对爱没完没了的抱怨｀显示出讽刺诗

对待它的贞正方式一用鞭f·!”,lIO] 据爱琳娜记述：

有一段时间海涅每天拜访马克思和马克思的妻子，给他们读他的诗

歌并听取他们的意见。马克思和海涅没完没了地修改十行的小诗一一一推

敲每一个词、修改、润饰，直到完美的程度，除掉每个雕琢的微小痕迹。

极大的耐心是必需的，因为海涅对任何形式的批评异常敏感。有一次海

涅实际上是含泪拜访马克思的，因为一个平庸的作家在一本杂志上攻击

了他。接着马克思以极高的策略向他的妻子说明海涅的情况，她的善良

和智慧会很快使这个沮丧的诗人恢复理智... 1111) 

• _, ~- -—- - －一一－一 1 

海涅还以救了马克思家第 4个婴儿的性命曲茗名： －天，他到了马克

思家里，看到孩f在抽插，父母不知所措；他分上建议用热水浴，自己准

备了热水，并给孩子洗了澡，孩f·马上苏醒过来（ c

马克思也用大见的时间与俄国朕族移民困体仵一起。他后来说，他

们在那些门子给他“捧场”“2｀．这包括他后来的对手巴枯宁，马克思对

他的言辞似乎有些友好。说起波兰的希茨和夫斯基伯爵就个一样了，他

在青年黑格尔派运动开始时写过勹本神学著作、飞咭克思后来回忆菹：“他

令我厌倦，以至我不会也不能吞到他后来做的任何巾悄＂ lII` 。马克思实

际上和法国让会主义者例如路易·勃朗，特别是和别）传东一起度过了很

多时光口蒲鲁东后来也成为他的对手、共独特的尤政府t义的社会主义

标志已使他成为巴黎最著名的左贤思粔家 巧克思后米宣称，他要为教

给蒲鲁东德国咐心主义负贞：“在一些祁常通古达且的讨论中，我给他灌

输 r人阰的黑格尔哲学；丙者，他的一个很人缺点足不懂德语，所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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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深入研究这个问题。,. 114 这最多可以说咭克思和巴枯宁都有着这个显

茗的共同之处，）［ II`l

三 《巴黎手稿》

马克思怀若热情浸入到深刻的思考中｀无论卢格如何不赞成他所认为

的马克思垒无条理的生活、他的嘲讽和骄傲．他都不得不钦佩马克思勤奋

工作的能力 c

他读了很多书，工作异常勤奋。他有批判的天分，有时这种天分会

堕入纯粹的辩证法游戏，但他从没有做成任何一件事－~他会中断任何

研究陷入新的书籍海洋……他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兴奋、更激烈，特别

是当他工作病倒，连续三夜，甚至四夜都没有休息时更是如此。I 1161 

马克思打算继续批判黑格尔的政治学，然后计划研究国民议会史；“他

一直都想写点关于他新近读到的东西、但是他仍一门在不倦地阅读，做新

的摘录”I 111 如果马克思贞＇另了关于黑格尔政治学或者国民议会的东西，

那也没有保存下来 然而，屯克思在七八月间却有一段安静时期，他充分

利用了这段时间 5 月 I 11 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世了，足个女孩，随母亲的

名字叫燕妮。孩子病得历害，于足燕妮带着她到特利尔待了两个月，让家

人石乔孩仁并听取她年迈队牛的建议 在妻子和孩子离斤期间，马克思

作f内容聿富的关丁．古典经济学、共产t义和黑格尔著作的笔记。这些文

献以《 1844 年经济学哲学 F稿》或《 1844 年手稿》为人所知，它 (1932

年令部出版）引起f一些入的欢呼，被认为是马克思唯－最重要的著作。

保留下来的手稿的四个部分构成f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虽然是一种

不完整的形式（第一手稿-27 页的长度一—主要是关 F 占典经济学的工

资、利润和地租的摘录｀接们是马克思自己对异化劳动的思考 第二手稿

是一个关于资本和劳动之间关系的 4 页纸的片断．第三丁内稍长达 45 页、包

括对私有财产、劳动和共产」义的讨论，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对劳动

产品和分工分析的片断以及一段对金钱的简短分析，，第四手稿有 4 页纸长、

是对黑格尔《栝神现象学》最后－节的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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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稿整体上丛－部较大片．作系列草稿的第－部分，，这部片作的一部分

经过很多修改， 1867 年以《资本论》问世 在序，人；中，冯克思概述了这一

笘作，揭不了他为什么没有按照以前所说的（什《饱祛年鉴》中）要出版

一本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茗作：

寸＾

在加工整理准备付印的时候发现．把仅仅针对思辨的批判同针对各

种不同材料本身的批判混在一起，十分不妥．这样会妨碍阐述，增加理

解的困难。此外，由于需要探讨的题目丰富多样，只有采用完全是格言

式的叙述，才能把全部材料压缩在一本著作中，而这种格言式的叙述又

会造成任意制造体系的外表 ”RI

囚此．他打符用单独的“小册(“论述不同的 L题，这包括法律、迅

德、政治 首先从政治经济学开始，最后用·．木综合性的著作表明各个论

题之间的关系，批判性地和思辨地对待物质出界。关千这一终生的计划，

马克思从未跨出第一步：《资本论》及其以前的茗作。

从 1843 年秋起马克思－自在断断续续地阅读经济学。到 1844 年春为

止畸他巳经阅读并摘录了从 17 世纪晚期的布阿占尔贝尔、魁奈到詹姆斯·

穆勒、萨伊等所有壑要经济学家的协作L 马克思还提到他受患于未指明的

法国和英国社会主义者及其自己回时代伙伴，例如魏特林、赫斯和恩格斯

恩格斯发表千《德法年鉴》上的题为《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文章给马

克思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马克思把对它的摘求放在了《巴黎笔记》的

前面。这篇文竞的中心足记负私布财产和由它引起的竞争粘神。周期性危

机是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结果；资木的增长和积累必然会导致工资的降低，

并使阶级斗争加剧 C 利学和技术在共产t义条件卜可以提供巨大的可能性，

而在资本上义社会却只能服务 F加大「人所受的压迫

马克思后来称恩格斯的这篇文帝为“人才的大纲＂ ＂。、并打《资本

论》中数次加以引用Q对它的阅读标忐竹马克思 牛中真正开始对经济问

题发生兴趣。恩格斯（与赫斯一样）原本就把自己描述为费尔巴哈的学

生；很自然，在马克思所有的《巴黎笔记》中，费尔巴哈的人道七义也占

据若完全核心的地位 r 实证的批判以及以此对德国政治经济学实证的批判

得以建立起来（，弓克思宣称，具基础是费尔巴哈在《关 F哲学改造的临

时纲要》和《未来哲学原理》中的发现 “只是从费尔巴哈才开始了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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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逍 E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费尔巴哈Il)越不喧嚷，他的茗作的影响

就越扎实、深刻、广泛而持久；费尔巳哈笘作足继黑格尔的《现象学》和

《逻钥学》以后包含炊真止理论革命的 IIii．一件作。·· 120 

马克思的第 1手稿甘投足关］：经济学的奄fl头足对他节 1.1寸正在阅读的

经济学各作的摘录和解释'121 他把摘求分成 I．资、资本和地租－＿．＿个部分。

马克思把纸张分成飞个竖栏，每个部分占一牛汇第一部分摘门亚当·斯密

的茗作，摘录了资本家和 L人之间的残酷斗争．这种斗争对工资起若决定

作用，同时也将工人降低到了商品的地位。工人不是胜利者：如果社会财

宫在减少，遭受最大捅苦的正足 1一人；如果社会财富在增加，那么这就意

味行资本在累积．劳动产品与［人异化加剧。

呫克思说政治经济学论述人类tj它论述诸如房子用的是基本相同的术

语。政治经济学不阐述“不劳动时的「．人令不把工人作为人米考察＂；它

把这种考察留给（其他学科c.,马克思继红＇为道：

现在让我们超出国民经济学的水平，试从前面几乎是用国民经济学

家的原话所作的论述中来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I)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什么

意义？

(2) 细节上的改良主义者不是希望提高工资并以此来改兽工人阶级

的状况就是（像蒲鲁东那样）把工资的平等看作社会革命的目标，他们

究竟犯了什么错误？”2l

为回答这两个问题，马克思对以下二一个资料染中作了系列摘录：首先

摘录了德国作家威廉·舒尔茨关］-- L 人贫困的论述．关于机器非人性化结

果的论述以及关千女上和市上人数的论述＇”;其次摘录了康斯坦］-.贝奎

尔关于资本土义条件下强压给工人的依赖性和附屈性印］；最后摘录 r欧根

纳·毕莱关｝二无产阶级的悲惨处境和受剥削的论述心

马克思在第一手稿第二部分的“资本的利润”标题下摘求（几段文

字，先摘录了亚当·斯密的有关论述．冯克思把资本定义为对劳动及其产

品的支配权。然后描述f资本家从 1：资和原料中获取利润的手段，能够激

(I} 关文足飞出尔巴哈的若作“

100 



第＿．一部分巴 黎

励资本家的动机．以及资本积累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C 第三部分是关于地

租的，呫克思叙述f土地所钉者和资本家之间的相似性：结果将是他们之

间差别的泊久、f1会只被分成两个阶级－ ［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封建

社会以米 L地产权的特性发生f完全的变化；尤论是保留大地产．还足大

地产被分成名干小地产．都不可避免陷入危机C 在手稿的后面，马克思尖

锐地批评 r 被古典经济学家奉为神圣的“新教追德”:

，心是贼 _ 1 

因此、国民经济学．尽管它具有世俗的和纵欲的外表、却是真正道

德的科学，最最道德的抖学勹它的基本教条是：自我克制，对生活和人

的一切需要克制。你越少吃．少喝．少买书．少上剧院、舞会和餐馆，越

少想，少爱．少谈理论．少唱、小画，少击剑等等，你就越能积攒，你的

既不会被虫姓也不会被贼盗的宝藏，即你的资本，也就会越大。你的存

在越微不足道，你表现你的生命越少．你的财产就越多，你的外化的生

命就越大．你的异化本质也积累得越多。I 126 

马克思写到这里突然中断了手稿不再以三个平行的栏写作，而是直

接跳过这一页。同时他还改变f写作风格．不再摘录他人的论述。关于异

化劳动的这一段是手稿中写得最好的一部分3 马克思在这里批判 r他刚刚

做过引述的占典经济学家的劳动榄念，概而言之，他们的概念是肤浅的、

抽象的，马克思自己对经济学的本质作了清晰连贯的论述。从他们的假设

出发．咭克思认为可以说明丁人生产的产品越多，他就越贫困 但这种分

析仍是表面性的：

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但是，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

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

公式．然后又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国民经济学也根本没有告诉我们，

这种似乎偶然的外部情况在多大程度上仅仅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过程的表

现 我们已经看到．交换本身在它看来是偶然的事实。贪欲以及贪婪者

之间的战争即竞争，是国民经济学家所推动的唯一的车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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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占典经济学家不理解不同经济因素的必然联系和发展，所以

他们不能对经济学进行清晰的论述Q相反，'1,克思的口的是要“弄清楚私

有制，贪欲同劳动、资本、地产三者的分离之间的本质联系、以及交换和

竞争之间、人的价值和人的贬值之间、垄断和竞争等等之间、这全部异化

和货币制度之间的本质联系 ”I 12N 1 国民经济学家通常的方法是假定～个虚

构的原始状态，并以此为出发点展开；但是这只是把要加以说明的节作中｝

实来接受：“神学家也是这样用原罪米说明罪恶的起源，也就是说，他把他

应当加以说明的东西假定为一种历史事实”I'9 飞

马克思在提出自己主要的观点之前、再一次声明自己的观点是建立在

经验的基础之上。他说：“我们从当前的经济书实出发吧”门0] 这一韦实

便是工人粹遍的贫困和非人化的状态｀马克思说明了这一事实的含义，并

由此引出了这部分的主题：

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

不依赖千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 劳动的产品就是固定在某个对

象中、物化为对象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实现就是劳动

的对象化J在被国民经济学作为前提的那种状态下，劳动的这种实现表

现为工人的失去现实性｀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

简而言之，当马克思谈到异化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这样的：人的本性

是人本身的创造者；他是通过在与回伴的合作巾作用并改变他外部的世界

来形成和发展自身的。在这种人与世界不断前进的相互交换过程中，人的

本性起支配作用，它是发动者，是引发这一过程的七体 然而，这种本性

已经变得异化于人；也就是说，它不再是他的，而是属于另一个人或物。

例如，在宗教中，上帝成为历史过程的主体 正是上帝拥有主动权，而入

则处于依附地位。在经济学中可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是金钱或现金交易支

配着人，好像人是客体并不是主体？要害之处是人已经丧失了对自己命运

的支配力，这种控制力已经转移到了其他实体。屈于入的真正东西巳经变

得外在于人，并且成为其他事物的屈性了。 132

在讨论了工人对自己的产品对象的关系之后，马克思接粹清晰地阐述

并分析了异化了的人的第二、第三、第四个特点 C 第二个特点是生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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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异化。“如果上人不足在4 产行为本身中使自身异化，那么工人怎么会

同自己活动的产品像同某种异己的东西那杆柜对立呢？”1“ 马克思区分了

这一异化的气个方而：首先．劳动外打 r J.人，不屁「他的本质：其次、

分动不足们愿的而足被迫的：最后．人的活动｛l．这里屈于另介个人｀马克

思义一次拿宗教作『类比：“孔东教中，人的幻想、人的头脑和入的心灵的

自己活动对个人发生作用是不取决千他个人的．也就是说，是作为某种异

己的活动、神灵的或戍鬼的活动的，同样、 「入的活动也不足他的自己活

动 他的活动屈于别人，这种活动是他自身的丧失C”(1” 这样，结果就是把

人变成 r动物，因为他只在进行吃、喝、生殖的动物活动时感到自由一

在他运用叨显的人机能时，却感到门已像动物

马克思分析 r人问他的劳动产品和异化，接钉还分析f生产行为中的

异化（第二种特点他也称为“自我异化”)。接行咭克思从前两个特点中引

出了异化劳动的第三个特点：人同他的类、同他的同伴柜异化L 马克思接

下米足义f他所谓的“类”，这足他从费尔巳哈那里接受下来的术语 类

存仆物的两个主罗特点足 1,l 找意识和普遍性：“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

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一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

象；而且囚为－这只是同一件书怕的另．种说法一一－人把自身当作现有

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节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山的存在物来对待工”·1” 这

种普遍忤存在于这样的巾实之中，即人能够为自己的目的占用整个无机自

然界 确实，动物也生产，但只是满足他们的 1；［接需要）而人的本质则是

全向地、自由地进叮生产：他能够”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

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

规律来建造“[I1气，

马克思接下来从前：个特点引出异化的第四个特点，完成了他的论述：

饲个人都同他人柜异化

总之，人同他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命题，说的是一个人同他人相异

化，以及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

人的异化，一般地说人同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同其他人的

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

因而，在异化劳动的条件下．每个人都按照他本身作为工人所处的

那种关系和尺度来观察他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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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劳动产品和生产活动这两种现象变得外在于人，这－巾实意昧沈

他的产品和活动必然为另一个人所支配：

人同自身和肖懿界的任何自我异化，都表现在他使自身和自然界跟

另一个与他不问的人更生的关系上。因此，宗教的自我异化也必然表现
在俗人同僧侣，或着俗人同享蜂基督0 （因为这里涉及精神世界）等等的

关系上。在实鼠的、魂实的世界中，自我异化只有通过同其他人的实践
的、现实的关系才能表滇出来。”谴l

马克思接着得出了有关私有财产和［资的实际结论，这是由他的社会

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源泉．并因此足财宫分配的根据这个结论得出的）他用

他的结论回答了当代的两个问题C 第一个是对究全拒绝一切涉及支付工资

的制度CJ工资只会加强私有财产的观念，所以甚至蒲鲁东的一切工资应该

平等的提议也是完全错误的想法．第二个是马克思极为乐观地认为人类的

全面解放可以通过工人阶级的解放达到，因为“整个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

工人同生产的关系中 “139 J。

马克思接下来打算全面探讨古典经济学的各个方面一交换、竞争、

资本、货币一并对资本家和丁人的相对异化再做一个比较.,,.o' 但是手稿

没有写完就突然中断了七

尽管这部分手稿没有完成，但还是有可能推断出剩余部分要包含的内

容。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笔记中，开始思考他阅读的古典经济学家的思想。

他的关于在奶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笔记格外长，且内容卡宫：

在笔记中，马克思讨论他原打算在手稿关千异化劳动未完成部分探讨的古

典经济学范畴一一交换、竞争、资本和货币。他集中于金钱和私有财产的

非人化的作用，结尾是论述他对异化劳动进行批判中的肯定性一面的非异

化劳动概念。笔记开始批判了穆勒试图确切叙述经济学中精确的”规律”,

而经济学是一个异常混乱且变化不定的领域；马克思接着对穆勒把货币作

为交换媒介的论述作了评论。马克思论述道，在资本主义社会，货币只是

赋予了人与其同伴，甚至与其产品的关系，意义。

笔记广泛地探讨了信贷问题。信贷只是增加了货币的非人化力社：

@ 关文表达为 m呻ator. 即“中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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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是对一个人的道德作出的国民经济学的判断

身代替了金属或纸币．成为交换的媒介．但这里人不是作为人，而是作

为某种资本和利息的存在...…人的个性本身、人的道德本身既成了买卖

的物品又成了货币存在千其中的物质（I沁构成货币灵魂的物质、躯体的，

是我自己的个人存在、我的肉体和血液、我的社会美愿和声誉．而不是

根据马克思的论述，信贷制度有四个 E要特点：它增加了财富的力址，

因为信贷更容易提供给已经钉钱的人；它意味着才个得不到信贷的人是不

被信任的，从而在经济的判断l:加上了逍德的判断；它迫使人们通过撒谎

和欺骗努力得到信贷；最后，信贷在银行业中完成。在后面手稿中一个关

千货币的简短部分，马克思广泛地引述（歌德的《浮l:德》和莎上比亚的

《雅典的泰门》说明f货币使仕会堕谘 由J-货币能购买』切东西，所以

能够弥补一切缺陷：它是“一切纽带的纽带 ”.1” 。“因为货币作为现存的

和起作用的价值概念把一切书物都棍淆和替换 r. 所以它是一切事物的普

遍的混淆和替换，从而足颌倒的世界，足一切自然的性质和人的性质的混

淆和替换 ”14} 串实 L心，在人类仕会中，人就是人．所以一切都有确定的人

的价值、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如此等等。

建立在货币和信贷之上的社会却正柜反，马克思概述f入的真正的社

会存在思想：

\,,__ 

因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屯｝，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

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j、杜会本质，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

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

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因此，上面提

到的真正的社会联系并不是由反思产生的，它是由于有了个人的需要和

q、 英文表达为form ，即“形式”。

@@ ＂仕会联系”，英文表达为 communal natu比，即“共同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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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己主义才出现的．也就是个人在积极实现其存在时的直接产物。有没

有这种社会联系，是不以人为转移的；但是，只要人不承认自己是人，

因而不按照人的样子来组织世界．这种社会联系就以异化的形式出现。

因为这种社会联系的主体，即人，是自身异化的存在物。人们一不是

抽象概念，而是作为现实的、活生生的、特殊的个人 就是这种存

在物。四］

随若劳动转化为雇佣劳动，这种异化不可避免。在原始的交换活动中，

人们只交换自己的剩余产品。但是很快人们就为交换进行生产，最后”他

的劳动的意义......成为完全偶然的和非本质的，而不论生产者同他的产品

是否有直接消费和个人需要的关系，也不论他的活动、劳动本身的行动对

他来说是不是他个人的门我亨受，是不是他的天然禀赋和精神口的的实

现“「 145] 这个过程只会山于随若文明的发展、劳动分工的加剧而加速，它

意味若“你作为人，同我的物品亳无关系，因为我自己同我的物品也不具

有人的关系”14~

马克思以对非异化劳动的描述结束了笔记关千货币的部分，这是他详

细论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图袅为数不多的几段中的一段，因此值得详细

引述：

假定我们作为人进行生产。在这种情况下．

产过程中就双重地肯定了自己和另一个人： （ l) 我在我的生产中物化了

我的个性和我的个性的特点，因此我既在活动时享受了个人的生命表现，

又在对产品的直观中由于认识到我的个性是物质的、可以直观地感知的因

而是毫无疑问的权力而感受到个人的乐趣。 (2) 在你享受或使用我的产品

时，我直接享受到的是：既意识到我的劳动满足了人的需要，从而物化

了人的本质，又创造了与另一个人的本质的需要相符合的物品。 (3) 对

你来说，我是你与类之间的中介人，你自己意识到和感觉到我是你自己

本质的补充，是你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我认识到我自已被你的

思想和你的爱所证实。（ 4) 在我个人的生命表现中．我直接创造了你的

生命表现，因而在我个人的活动中，我直接证实和实现了我的真正的本

质，即我的人的本质，我的社会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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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生产同样是反映我们本质的镜子。

情况就是这样：你那方面所发生的事情同样也是我这方面所发生的

事情。

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

……我在劳动中肯定了自己的个人生咐．从面也就肯定了我的个性

的特点 r 劳动是我真正的、活动的财产》在私有制的前提下，我的个性

同我自己疏远到这种程度龟以致这种活动为我所痛恨，它对我来说是一

种痛苦，更正确地说，只是活动的假象心因此，劳动在这里也仅仅是一

种被迫的活动，它加在我身上仅仅是由千外在的、偶然的需要、而不是

由于内在的必然的需要仁，叫
- -

马克思的基本论点因此足，在资本主义补会人自身的客观化否定f而不

是确证了他的类本质，他官称这是－个纯粹杜「经济巾实研究之上的判断；

他主张运用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证据，而只批判他们的前提，他几次宣称只

描述经济市实；在整个下稿的导言巾，他7j逍：“我用不石向熟悉国民经济学

的读者保证，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

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 1148 。然面、他运川诸如“异化”和“人的本质的

实现“这些术语完全表间1 f他的分析并个完全足科平的。如果这意味着价

值判断缺失的话．它同样也不足经验的 丐克思的笔触充满（生动的、过

分简洁的、竺旬人的论述。经济分析足从占典经济学那里接受下来的，而

迫德判断却足受了舒尔沃、贝全尔、西斯蒙第和毕莱茗作的启发 为了理

解马克思的思想认识到以下这－点足币要的．即对他米说“经验的”并

不涉及韦实一价值的区分（这是他原本就．直反对的观念）、而只是从正

确的地方一一人的物质盆萝出发的分析（无论它可能导向哪甲）”小I]

马克思的第二手柏捉出『他 1844 釬论述的核心、正足这－部分在后来

的解释者巾引起f无与伦比的热估。这对旬： ·个对“人化的仕会上义“感

兴趣的人来说是·个当然的基础忖文本。在这．部分｀ I-b克思以生动的、梦

幻般的语言描绘了资本七义制度下对人类逍受异化的积极台定－~他称之为

“共产主义”己这里的概念叨显地反映f在第 F稿中他与德国工人和法国社

会主义者（其缺陷他一斤始就进行」，评论）的很多长篇大论的讨论。例如、

油fft东曾提倡废除资本；傅立叶和圣西门曾把异化劳动追溯至劳动的特殊

形式 傅立叶囚此捉侣返回到农业劳动；曲圣西门则就I.业劳动的适当组

织而卢乔到广关键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但足可共产 E义比这些片面的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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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察力的见解更进了一步，即“扬弃私有财产的积极表现“L ISO) 。自然，共

产主义思想有自己的思想史，它的思想只能阶段性地发展。

第一种形式｀马克思称作“粗陋的“共产主义，仅仅是私有财产的普

遍化L“物质的财产对它的统治那么厉害，以致它想把不能被所有人作为私

有财产占有的一切都消灭；它想用强制的方法把才能等等舍弃，在它看来，

物质的直接占有是生活和存在的唯－门的...... " IS i I 这种共产主义的概念主

张废除婚姻，代之以 community o「 Women （妇女共有制）＠。因为它是“人

和人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的男女之间的关系......

这种共产主义，由于到处否定人的个性、只不过是私有财产的彻底

表现，私有财产就是这种否定 D 普遍的和作为权力形成起来的忌妒，是

贪欲所采取的并且仅仅是用另一种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隐蔽形式…．．．对整

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没有需求的人一一－他不仅

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一的非

自然的．．．．．．单纯倒退，恰恰证明私有财产的这种扬弃决不是真正的

占有。JS2

在这呈．唯一的共同体是（异化）劳动的共同体，唯一的平等是作为

整体的资本家团体支付的一种工资的平等

第二种共产主义形式，马克思赋予“不完全”的标识．它有两类：第

一类他描述为”按政治性质是民主的或专制的＂．第二类是逐步＂废除国

家的，但同时是尚未完成的，并且仍然处于私有财产即人的异化的影响

下”11`` C 对千这两种形式，巧克思（相当晦涩地）评论道：

这两种形式的共产主义都巳经把自己理解为人向自身的还原或复归，

理解为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但是它还没有弄清楚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本

质，也还不理解需要的人的本性，所以它还受私有财产的束缚和感染。

它虽然巳经理解私有财产这一概念，但是还不理解它的本质。「1541

O 可参考本书第三部分《共产中义官言》评述部分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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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这里提到的“民t的“共产主义员定是埃蒂埃纳·卡贝提侣的

在｀．l'J时的巴黎，尤具是在订义者同盟巾，l:1益流行的、鸟托邦的、非暴力

的那种类型；“专制的“共产主义有可能暗指巴贝夫的追随者所提侣的无

产阶级的过渡性质的专政。第．．种类型的共产上义巾德萨米提倡，包括了

国家的废除 3 德护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竺句：一个会计和一个出

纳员就可以保证未来的共产主义补会完美地运轧

最后，马克思在几页写得密密麻麻的、内容乍窃的纸贞上描述了他自

己的共产卞义思炬一一使以前不完善的概念得以完苦：

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

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

（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

全部财富的 C 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熬主义．等于人递主义，

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问、人和

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

必然、个体和类之问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

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 C[155,

这样概述了自己的共产主义概念之后，马克思接芹在三个具体方面展

开阐述：共产主义的历史基础、它的社会特征以及它对个体的尊重。

为了论述第一方面一一少t产主义的历史基础－马克思把他的共产主

义与各种“不发达”的共产主义进一步做了明显的对比区分。各种“不发

达的“共产主义（他列举f卡贝和维尔加尔德尔的乌托邦共产主义）企图

通过诉诸与私有财产相对立的某些社会历史形式证明自身的合理性。对马

克思而言，这种对孤立囚素或特殊肋史时期的选择暗含籵历史的其他部分

不能为共产主义提供说明。相反，在他石来，“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这种

共产上义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即它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同时，对它的能

思维的意识说来，又是它的被理解到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还动”"．＇ 这样｀

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中，为自己既找到经

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l" 。之所以如此、是山］人生命的异化在

私有财产的存在中表现出来，人类迄今为止正是在私有财产的运动、在生

产和消费中努力实现自身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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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家庭、国家、法、递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

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七因此，私有财产的积极

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

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人的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 ,,11仅

马克思接着写追，从础性的异化发4在经济领域：宗教异化仅仅发生

在入的意识领域，而经济异化则发生在人的现实牛活的领域，囚此对它的

扬弃包含茬对所有异化的扬弃 1 当然，尤伸论的宣传在宗教比较强盛的地

方或许是重要的，但足无神论仅仅足通向共产．仁义逍路的一个阶段，并且

是一个抽象的阶段；唯有共产t义提出『能够影Ilh]现实行动的学说。

第二，马克思强调了共产上义的礼会特征，月扩展f人与礼会和人与

自然之间的互惠关系：

……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

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卖的生活要素；只有在

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

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因

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

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递主义。 [II叮

（这一段同其他类似的段洛一样、表阴了为克思受到了黑格尔极大的影

响，其影响的程度是如此之大｀以至卜他羌不多认为自然是山人创造

的 3)[16° 关千社会性达－方血，马克思表lV1 f人的特殊能力是在社会交往中

发展的。从至节－个入在与世隔绝地从中，丁一作的时候，仅仅由于他的人的

本性，他也是从事若社会性的活动C 县至思想，山广思想使用语言，因此

也是一种社会活动

但是这种对人本质的社会性的强调并不损宜人的个体性（这是马克思

的第二点） : ＂囚此，人足一个特殊的个体，片且正足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

一个个体，成为 个现实的、单个的社会有在物，同样地他也是总体、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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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总体、被思芳和被感知的什会的主体的自为存在...... " lhl 」

I1 克思在这部分的具他地丿）七要描述了 1卜异化的入的估景，这种人他

称之为＂完整的”和“个们的“人。他认为｀ －个人对私 {1 财产扬弃的完

成不应该有过分狭隘的观念：正像异化的状念完全损让『人的一切能力一

样｀这种异化的扬介将足全而的解放J它将不会局限J一对物质对象的享乐

和占有 1:.t人的一切能力．呫克思列举f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

思考、观察、感觉、欲中、活动、爱，都将以不同的方式变成占有现实的

手段。对异化的入来说｀这足难以想象的，因为私有财产已经使人很愚蠢．

以至 F 吁他们现买地运川对象的时候，怯午节·个对象仅仅被埋解为构成

劳动和资本创造的绯持牛命 F段的时候，他们才能想象这个对象是自己的 V

参照赫斯关j－这 问题的苦作，马兑思断''-，所有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

都为这种私人占有所导致的异化所损宙 C 但足绝对的贫乏将导向人类的内

在财富：

_h二谥心＄
I_ _ ___ =＿一-----—-=一1因此，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篱放＇，但这

种扬弃之所以是这种解放，正是因为这些感觉和特性无论在主体上还是

在客体上都变成人的。眼睛变成了人的眼睛，正像限睛的对象变成了社

会的、人的、由人并为了人创造出来的对象一样。因此，幕觉通，过自己

的实践直接变成了暹论家。感觉为了物而同物发生关系，但吻本臭嘟是

对自身和对人的一种对象性的、人的关系（只有当物按人的方式痕：人发
生关系时，我才能在实践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反过来也是这
样。因此，需要和享受失去了自己的利己主义性质，而自然界失去了自

己的纯粹的有用性，因为效用成了人的效用。！ 161)

这些能力的培养或创迅可能只在某种圾况下实现：

因为，不仅五官感觉，而且所谓精神感觉、实贱感觉（意志、更等

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

千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咸是以往会彝世界祈史

的产物。”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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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饥饿所苦的人用一种纯动物的方式欣赏食物；贩卖矿物的商人看到

的只是矿物的商业价位，而绝非它的美的特性 C 为 r使人的能力成为人的

能力，入需要从一切外在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a

正是类似的段落使得一些评论者似是而非地认为马克思的人的活动的

原型是艺术的，认为马克思主要从浪漫土义，尤其是从席勒那里汲取了原

料，形成了他的人的形象，人的异化的感觉寻找适合于这些感觉的对象这

种观念，努力建立自由和审美活动之间的联系，以及全面发展的人的形象，

这一切都存在于席勒的《书信集》中。 164 也有可能有禀性相同的更多同时

代人的影响｀因为马克思在巴黎大鼠的时间与海涅和海尔维格在一起。这

两个诗人竭尽所能地表现了德国浪漫上义理想。马克思的全面发展的、非

异化的个人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汲取了当时时代展现给他的原型。

接下来马克思叙述了工业在人类历史中的重要作用。这几段文字预示

了马克思后来关f历史唯物主义的更为许细的论述。他坚持认为，正是工

业的历史真正地揭不了人的能力和入的心理 由 F人的本质在过去一直被

误解，那么历史就变成了宗教、政治和艺术的历史 但是工业展现了人的

本质能力，它是关千入的科学的基础 c 过去，自然科学一直从纯粹功利主

义的角度被使用 但是它近来惊人的发展已经使它通过工业改变了人类的

生活。如果工业被认为是人类本质能力的外在表现，那么自然科学将会构

成人的科学的基础。这一科学必须建立在感觉经验之上，正像费尔巴哈所

描述的那样。但是由于这是人的感觉经验，所以将有一门包括一切的科学：

“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千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

样：这将是一门科学。”「16” 所以马克思巳经较早地叙述了人和自然之间的互

惠关系，这种互惠关系在这里反映在他关千人的自然科学的思想之中。

手稿关千共产主义的最后部分是关于世界是否是被创造的这样一个间

题的讨论，以他通常的讨论方法而言，既离题又亳无特色。马克思的关于

人的形象的一个核心思想是人是他自己的创造者；任何依靠别人恩典生活

的存在物都是从属性的存在物 因此，马克思拒绝世界是被创造的这种观

念，但却陷入了亚里七多德式的关 F第一因的讨论中、马克思被假想的敌

人所击败，直到他中断了这种论证，用一种更宫有特色的方法继续说道：

“因为在社会主义的入看来，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

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

关千他的产生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 ”',1166)

这样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关千某种异己的、凌驾千人和自然之上的

存在物的问题，即包含对自然界和入的非实在性的存在问题已经变得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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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f 对他来说．人和 11 然的柜仕依赖足本质的，其他一切似乎都是非实

在的 “无神论．作为对这种非实在性的台汇，已不内有任何意义，因为无

神论是对神的否定，并且正足通过这种否定而行定人的存在；但是社会上

义，作为社会主义，已经不出需要这杆的中介；＇匕，足从把人和 I勹然界召作

本质这种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感性意识开始的勹．， 1” 这种观念，一日建立起

来，便不再要求消灭私h 财产．不再需要共产 E义 结尾，马克思用一种

真正黑格尔式的对共产主义环节的过渡性评论讲追：

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

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说来是必然的环节｀共产主义是最近的将

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但是，这样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

的目标．井不是人类社会的形式。1~8

共产主义在这里似乎仅仅被看作辩证发展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在一个

既定的时间内服务于自身的门的，义会被取代匕（L手稿的第－部分，“真正的

共产主义”的图景作为“历史之谜的解答“II的 1 足极为静止和 II：历史的－

手稿的第三部分和最后一部分．马克思试图紧紧地抓住黑格尔这位大

师的思想c 他从卉年黑格尔派对黑格尔的种种不同态度丿干始讨论，单单挑

出了费尔巴哈．认为他足唯一具有建设性的思想家。然后运用黑格尔表明

了费尔巴哈方法的弱点。最后他对黑格尔的基本错误进行 r长篇分析，黑

格尔的基本错误一般来说明显地表现在《粘神现象学》中、尤其是它的最

后一章。在这里，马克思的风格常常是晦涩、难解、多次沮复的，因为他

当时在不断思考、在重新阐述他对黑格尔的看法。在他的博士论文中，马

克思曾否认黑格尔负有“调和＂的罪头，井认为表象的矛盾应该求助了黑

格尔的“本质意识”来解决。『170 在《黑格尔1L哲学批判》中，他通过特定

的实例表明了黑格尔的基本原则必然包含调和3 但是自到他把注意力从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转移到《精神现象学》．才叭晰地对黑格尔的辩证法

进行了整体批判，这里很清楚，马克思虽仍然很熟悉黑格尔的概念和术语、

但他并没有把自己局限千对黑格尔术语的批判 l二。回时，他仍尊敬黑格尔｀

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的辩证法是考察世界的有价值的工具 马

克思还把这样的功绩归功于黑格尔，即黑格尔已经发现了（虽然是以神秘

的形式）人类的异化过程及其克服的途径已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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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学生没有－个曾努力面对他们老师辩证方法

的价值这样一个关键性间题。唯』的例外足费尔巴哈： ＂费尔巴哈是唯一对

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作出了

真正的发现，总之他真止允服了 1II 哲学，费尔巴哈成就的伟大以及他把这

种成就贡献给世界1讨所表现的那种谦虚的纯朴｀同批判所持的相反的态度

恰成惊人的对照一 ··[172；费尔巴哈已经农咑黑格尔的体系只不过是宗教的哲

学表达，同样足异化的；他因此“创立f真正的唯物主义和现实的科学，

因为费尔巴哈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成f埋论的基本原则 ”11711 已马

克思 1844 年 8 月写给费尔巴哈的一封信中简阴地概括f他的功绩：

五乒芦尸～

在这些著作中，您（我不知道是否有意地）

基础，而共产主义者也就立刻这样理解了您的著作。建立在人们的现实

差别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统一，从抽象的天上下降到现实的地上的人类概

念，一一－如果不是社会的概念，那是什么呢！ 174 

接下来的于椋第三部分和最后部分． I~克思转而考察了黑格尔的体系。

开头他摘录了作为“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柲密”175 的《精神现象

学》的口录，指责黑格尔把客观的和感觉上属于人的一切现存实体都变成

精神实体，因为对他来说｀只有精神足人的真正本质 然而，这种批判通

过对黑格尔成就的剖析缓和f，它明显地表明了马克思在多么大的程度上

把这些成就归于黑格尔（尽管是以批评的口吻表述出来的）。由于马克思

认为虽然《精神现象学》中的批判概念仍倾向 F神秘并且没有足够地自我

意识，但仍然远远地超越了后来的发展；换旬话说，还没有一个学生能超

越他们这位老师 的确，马克思对《粘神现象学》作f惊人的断言：

其中仍然隐藏着批判的一切要素，而且这些要素往往巳经以远远超

过黑格尔观点的方式准备好和加过工了。关于“苦恼的意识”、“诚实的

意识”、“高尚的意识和卑鄙的意识＂的斗争等等｀等等这些章节，包含

着对宗教、国家、市民生活等整个整个领域的批判的要素，但还是通过

异化的形式。[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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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足囚为《粘神现象学》已经理解 1，人的异化｀洞悉了人类发展过

程，并石到f似乎足规定打入的生活的对象——宗教、财富——实际I::.

足屈 F人的，足人的本质能力的产物 r 马克思这样概括他对黑格尔的

石法：

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一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

否定性的辩证法一一屯勺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

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

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泉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斛为他

自己的劳动的结果。 1力 1

这样，虽然黑格尔确实理解了劳动是人的本质的自我确证，然而“黑

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足抽象的精神的劳动”In• 。

虽然马克思的语言（像通常一杆）晦涩｀行文行些混乱、但这一段却

对他得千黑格尔的益处以及他与黑格尔之间的分歧作 r -J分充分的清晰的

论述 黑格尔认为现实足自我展升、自我实现的＂粘神”)在这一过程中，

枯神产生了世界．枯神起初认为这个世界是外在的；只是到了后来，粘神

才认识到这个世界是粘神自己的创造物．粘仲不是与这种生产的活动相分

离的某物 它只0 这一活动之中并通过这－活动而存在。精神在这一过程

开始时并没有意识到它正在外化自己或异化自己，它只是逐渐地认识到这

个世界并不外在于自己。对黑格尔来说，庄是认识不到这－点才构建了异

化。当人们有了充分的门我意识并理解他们的环境和文化是精神的生成物

的时候，这种异化才会消失 C，自由存在于这种知性之中，并成为历史的目

的，宽泛地讲来｀马克思所做的是要拒绝粘神的概念令只保留有限的个体

存在：这样．黑格尔的粕神和出界的关系变成了马克思的人及其社会存在

的关系的概念。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只叙述了人的粘神活动（也就是说，只

叙述了他的观念）以及这些活动虽然是甫要的，但凭借自身来解释社会和

文化的变化还是不够的

对于《精神现象学》的最后一音，宙克思认为人足客观的、自然的存

在，以此反对黑格尔把人石作自我意识 如果把人们结为自我意识，马克

思反对说，那么他就能够在他自身之外建立他粘神建构起来的完全抽象的

对象七与人的自我意识相比．这些对象不具有任何独立性。马克思自己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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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本质的观点是很不相同的；

__ 
当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通

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

这种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而这些本质

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 0 [ 179) 

马克思称他的观点为“自然卞义”或“人汛主义”．并把这种观点同

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相区别．宣称它融合 r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本质的

东西。

马克思接着用简明的两段（这正是对前面关于私有财产和共产七义部

分的回忆）谈论自然主义和对象性的意义“自然对马克思来说似乎意指反

对人的任何东西，它给人提供了活动的范围．并且满足着人的霖要＾正是

这些盂要和动机形成了人的本质。巧克思，称他的观点为“自然主义”，这

不仅因为人为本质所支配，在自然之巾几通过自然满足自己的需婓，而且

更为基本的，还因为人是 I勹然的一部分。因此入作为能动的门然存在物被

赋予（某些自然能力、力队和动机c 然而，他不过是一个有限的、从屈的

受动性生物。人的动机的对象独立千人、人需要对象满足自己、表现自己

客观的本质。这杆．“一个存在物如果在 1,1 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

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 4 活 ”180] 。马克思得出结论：“人作

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个受动的有在物；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

动的，所以是－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怕、热悄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

的本质力址。··t 181j这包含名对 18 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霍尔巴赫、爱尔维修

的同应，但是当马克思讨论本质和对象性的时候，其思想和术语的主要来

源是费尔巴哈的《未来哲学原理》匕II.2

接着在对自己的人本质的概念这种离题的讨论之后，马克思继续他对

《精神现象学》的批判，强调说黑格尔似乎把异化与任何类型的对象性等

同，这样他只是在思想上超越了异化：对黑格尔来说，结果是只有当人从

事哲学的时候他才是真正的人，例如．最真实的宗教性的人是宗教哲学家。

手稿的最后几页十分晦涩勹的确．整个部分冯克思都在苦心地努力解决黑

格尔的辩证法问题，现代读者发现这种论证难以理解。就对论证的理解而

言，“如司意识”倾向于同意马克思反对黑格尔一虽然当然是通过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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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折射出的个，呾格尔'”但足．必须不能忘记的是（特别足由黑格尔的

弟子造成的）浓腔的咐心主义迷雾是马克思为了达到某种“经验的“观点

所必须加以驱散的。

马克思自己并没有提供《巴黎手秘》的结论、要从这样一部探讨了

包含有经济学、仕会批判、哲学、历史、逻辑学、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

不连贯的作品中得出结论足不可能的。虽然每一部分都有独立的主题，

但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部分都有着相近的风格 e 恩格斯描述的马克思思

恕的三个组成部分（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法国社会上义和英国政治经济

学）在这电似乎第－次同时出现、如果还没有融合在一起的话它正是这

些所有的手稿（空少在西方）引发了许多人对马克思的币新阐释－在

一定程度卜他们杜奎把它作为宙克思的卞要著作来对待。手稿直到 20 世

纪 30 年代初才出版，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引起广泛的关注；这部

手稿的某些方前很快为存在主义和人道 F义所吸收，一时甚为流行，这

些方面为 1目斯人林 L义的仕会 E义提供［远远超过辩证唯物卞义教科书的

动人基础

恰当地看米，这些手稿实际上不过是马克思的出发点一一种对要采

纳的思想的原初的、卜宫的表现，手稿在随后的经济学著作中得到发展，

尤其在《经济学手税》和《资本论》中得到进一步发挥。在后来的这些茗

作中，亳无疑问是更系统、更细致、在极为纯粹的经济的和历史的背景之

下探索了《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主题；但是核心的具有启迪意义的

思想，即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及其解放的可能性（通过共产主义支配

自身命运的可能性）并没有改变＿

四 在巴黎的最后几个月

叫马克思在巴黎热情地撰写手稿的时候，燕妮在特利尔又一次沉浸

在了狭小的生活中。她很高兴与母亲义在一起了，在法国时她曾多次为

母亲哭泣；但威斯特华伦一家陷入贫困以及胆小的弟弟埃德加尔的依赖

令燕妮很沮丧。婴儿现在诮了一个乳母，佷快便脱离了危险 这个孩子

是燕妮在给马克思的信中京欢长段描写的主要话题。出燕妮的老朋友和熟

人来召她和小孩的时候．她感到自己好像在接待羡慕者 她尽力回避掉了

一些关于哈克思在巴黎从韦t作的问题 事实上．她在给义夫的信中充满

了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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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我对我们的未来（无论短期的还是长远的）都感到极大的

焦虑，我想我要为自己目前崇高的精神和兴致受到惩罚。如果你能够的

话，请在这方面抚慰我的痛苦。人们对稳定的收入谈论得大多了。对此

问题的回答．我只能是羞愧难当，并答之以往后我也会有华美的

服饰。 l184l

燕妮满怀焦虑，踏上了去婆母家艰泄的旅途，她吃惊地发现婆母的态

度自从她结婚以来发生了相当的变化 马克思的母亲和他的三个姐妹仍住

在家里，她们热情欢迎她的到来。燕妮的心悄只是由千荣克给她寄来 1 000 

塔勒所带来的新的富足而稍有改变 她给马克思的第一封信以一种马克思

式愉悦的提醒（可惜很少被留意）结宋：

请不要再用这种令人心酸和不愉快的风格写信了！！！要么就如实准

确地写，要么就轻松和幽默地写。亲爱的，请让笔在纸张上滑动，如果

有时要脱落和停顿，也要把一句话写完，然而，你的思绪简直就像老卫

士的投弹兵，急速而又勇猛……如果他们的制服轻松地挂着而不是如此

紧紧地系着，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在法国士兵看来．这种轻松、轻巧的

制服看起来是多么漂亮呀。试想一下我们拘谨的普鲁士人—~它能让你

战栗吗？所以，让那些特例走开，把那些语词安排到它们该去的位置。

这些武士们的竞赛不应该太按规则进行。你的部队不正在走向战场吗？

祝他们的统帅、我的黑男人好运 c 再见，宝贝、亲爱的，我的唯一。[185 、

然而，后来的一封信（从特利尔写来的．当时那电因为有近百万使徒

朝圣的人流而突然热闹起来）．更为忱心忡忡：她渴望返回巴黎，免得马克

思受这个城市的诱惑步入歧路；同时她义害怕一—书实证阴她是对的一

在她返回不久又怀上第二个孩子 她写道：“钱袋现在是满的，也说明了再

一次倒空是多么容易，而填满是多么困难。"11••J燕妮、乳母和已经长了四颗

牙齿的孩子 l844 年 9 月回到巴黎，目睹『马克思一生中刚刚开始的最重要

的友谊，这就是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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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比咭克思小两岁，出生千 1820 年 11 月 28 日．是巴门（即现孔

的伍们塔尔）富有工业者一个大家庭的长广，巴门在离鲁尔不远的杜塞尔

多夫的东面，彴儿英桓的距离 他的曾祖父建f．个经营花边的工］，工
丿的繁荣使得这个家庭拿到了象征们已地位的后形徽范r 老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与彼得·欧 I]合作进行了多方曲的投资，处立（更人的纺纱｝，基

地在巴门和曼彻斯特。恩格斯的母亲来自教帅家庭．他们任职于荷兰语学

校C 商业和教会是恩格斯 家的两个支杆，老，恩格斯希望自己的儿子能把

这两个支札怕入心灵。年轻的恩格斯在小学足优秀的学生，尤其是在语言

方面；但足他没毕业就离开了学校．为获得实践经验进入了父亲的丁＿厂c

然而，他利用f一切空闲时间写了大炽的（从至超过马克思的）诗歌，到

他为获得更多的商业经验 1838 年被派往巳门时．他已经有出版的几个匿名

小册子来增加自己的声誉了。虽然他住宿在．外个牧师家庭，但是巴门城市

的氛围已大大不回千他肾鲁士家庭充满基督教《圣经》式的、清教徒式的

色彩的顽固形式了。

在巴门的三年，恩格斯努力摆脱他所接受的正统基督教的教育，尤其

是命定论 r187 施特劳斯的《耶稣传》给他留下 r深刻的印象，经由施莱尔

马赫，他很快便轧向了青年黑格尔派 显而易见，柏林是适合他保持文学

兴趣的地方，他愿意服兵役，在首都郊区的兵营中做了一名炮于。在马克

思离开几个月后，他到了那里 他很快为＂门山人“团体所吸引，写了一

本引人注门的小册子反对谢林，并为《莱伪报》撰稿。在军队的岁月结束

后，他的父亲把他送到曼彻斯特分 1 －去 1: 作。{:I去往途中，他经过莱茵地

区．与赫斯进行了长时间的会晤．因为这次会面，他作为＂一流的革命

者”崭露头角。 IIX“他还拜访了《莱茵报》的编辑；但是马克思｀｀冷淡地”

会见f他，把他看作“自山人“团休的成员．而节时恩格斯刚刚断绝了同

自由人的占切关系L 18.J 

在曼彻斯特，恩格斯为欧文的《新逍德世界》写 r文音，结识f几位

人民宪章运动的领导者．特别是结识（乔治·朱利安·哈尼 他还从曼彻

斯特继续为《莱茵报》撰稿．并为《德法年笭》寄送（两篇文范：一篇是

对卡莱尔《过去和现在》的批判； 一篇是题为《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I 10矿

的文红，这篇义草对资本主义即将到米的末 El 所做的极为阴确的预言使得

马克思改变（对他的看法．并开始与他通估，从对癹彻斯特状况的考察来

行．恩格斯已经开始为他的名若《英国 L人阶级状况》（佷可能是已出版

的东西中对早期资本上义所做的砓为辛辣的批判）收集材料了。r191}

恩格斯 1844 年 8 月底同德囚途经巴黎) 8 月 28 日在具有法国摄政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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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的一间咖啡屋中，他与马克息进fI f历史性的会面 这是叶时巴黎岐

为著名的咖啡屋之一气伏尔泰、本杰明·尔兰克林、狄德罗、格林、路易

斯．拿破仑、圣伯沃和马塞特 (Mu心1) 1“ 曾经是它的顾客 长时间的亲

密交谈使他们在接下来的 10 大中．门待在瓦诺街。恩格斯写道：“我们在

一切理论领域的完全一致是很阴屈的，找们共同的丁．作从此开始广'1101 c 

在生命的最后时口里、回顾这次合作．恩格斯是这杆简要地概括f自己的

观点：

……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四十年，在这以前和这个期间，我在一定程

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

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恩

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鄱是属于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至多除几个专

门的领域外，马克恩没有我也能很容易地做到。至于马克思所做到的，我

却做不到。马克思比我们一切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

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

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公正的。”“J

这段话很可能准确地描述了他们后米的关系、虽然很明显恩格斯对马

克思的财政支持是必不可少的。但就垀论来说，人们争论说（带有很大的

合理性）在恩格斯使他的朋友马克思乍存的 13 年中、恩格斯竭力（在他所

有过下沽楚的叙述中）吸取了马克思很多微妙的思想。,19“ 虽然如此， 1844

年夏末，恩格斯带着关千资本主义的实践经验，给予马克思的要多千从马

克思那里所接受到的。

从此开始的友谊一直持续到 r 马克思生命的结束。马克思恩格斯都来

自安逸的中产阶级家庭．有着相似的出身、都有对诗歌的年轻的热情，都

从青年黑格尔派的自由七义转向了激进政治立场，因此有足够的共同经历

以形成长久的友谊。但这种友谊的不同方面要多于它的相似之处： I占克思

的长处在于他抽象的能力。他完全吸取『黑格尔的方法．他的辩证方法以

一种机智的综合把诸多元素混合在一起，当马克思在研究黑格尔的时候．

恩格斯正在获取实践经验、正在以专职商人的身份亲身考察；恩格斯永远

敏千综合，写作快捷、清晰，有时还使用甚苤马克思也不熟悉的教义 他

们的生活作风也很不相同。恩格斯的穿符．定是亳无瑕疵，他的研究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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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条不紊，他有着商业般的精细，花钱有条理。马克思疏于衣着，研究

很没有条理，毫不关心如何管理钱财，而且，马克思亳无疑间是个有家庭

的人；恩格斯虽然长时间地拥有爱，但一直拒绝婚姻，

马克思恩格斯在一起的头 10 天中，他们就决定用小册子对布鲁诺·

鲍威尔做最后的消算，公开发表他们新近共同的观点 c 荣克尤其敦促马

克思快点反对鲍威尔，马克思也已经在《巴黎手稿》的序言中宣布了他

的打算，即论述鲍威尔在新创办的杂忐《文学总汇报》上宣传的＂批判

的批判＂。恩格斯写了大约 15 贞，算是这个小册f中的他这一半；并与

赫斯一起出发到对共产主义兴趣快速增长的莱茵地区做宣传。马克思直

到 11 月底才写他这部分的草稿，他（典型地）很快发现“小册子“变成

了几乎 300 页的书。 1845 年 2 月出版，起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名字（指

鲍威尔兄弟） 《神圣家族》 （副标题是“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
判”)。 (196 I 

现代读者很可能同意恩格斯在得知这本书涉及的范围时的观点，即

“我们两人对《文学报》所持有的严正的鄙视态度，同我们竞然对它写了

二十二个印张这一点很不协调”I 197 I 。这本书极为松散，是《文学总汇报》

上没有结构、松散的批判文章。马克思的大多批判是做无谓的细微的分析，

并故意把他们对手的文章观点歪曲到荒谬的程度，，这种手法在当时尤其流

行，更为重要的是，它的确可以使秘密性团体理解某种非常荒诞的观点。

确实，兴趣是不会长久的。这尤其表现在鲍威尔的追随者对欧仁．苏庞大

的哥特式的小说《巴黎的秘密》的两段长长的评论中。这些评论竭力用黑

格尔的方式表明苏的小说包含着对现代社会“秘密＂的解答。马克思详细

批判了这种发挥性的解释，也批判了把小说作者的口吻道德化的做法。书

中真正有意义的三个部分是马克思对鲍威尔押占蒲鲁东的回应，内容涉及

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唯物主义。

马克思赞扬了蒲鲁东，认为他是第一个对私有财产的存在提出质疑并

揭示私有财产对社会产生作人化影响的思想家 C 接存马克思总结了自己关

于私有财产和无产者之间关系的观点：

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但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

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做自身强大的证

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 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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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

实......

............ 

……无产阶级执行着雇佣劳动因替别人生产财富、替自己生产贫困

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同样地，它也执行着私有制因产生无产阶级而给

自己做出的判决。无产阶级在获得胜利之后，无论怎样都不会成为社会

的绝对方面，因为它只有消灭自己本身和自己的对立面才能获得胜利。

随着无产阶级的胜利，无产阶级本身以及制约着它的对立面—一－私有制

都趋于消灭。 r 191 I 

社会上义者把这种历史作用们千尤产者，似乎把无产者看作神，在对

这种观点批判的回答中，马克思继续写逍：

问题不在于目前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把什么看做自己

的目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存在必

然在历史上有些什么作为。它的目的和它的历史任务巳由它自己的生活

状况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结构最明显地无可辩驳地预示出

来了。”“1

鲍威尔希望切断哲学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认为社会中实际起作用

的力址是历史，这种历史足独立的个人．一个形而上学的主体。马克思的

观点正相反： ＂｀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

特殊的人格 历史不过是追求石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巳。”(200 或者又说：

“思想从来也不能超出旧世界秩斤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只能超出旧世

界秩序的思想范围＾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 为（实现思想｀就要有

使用实践力址的人 ”:2UI1 对鲍威尔来说，知识分f粘英的思想由于与广大民

众的接触受到威胁｀他认为法国革命思恕已为群众的热情所污染 但是对

马克思而言，这些思想不能充分认识群众、所以资产阶级能够把法国革命

变成自己的利益。鲍威尔叙述了大以的体现在法国革命中的“人权”，而

马克思则继续探讨了《论犹太人问题》中的主题，断言真正被解放出来的

只是那无情的自私自利。

关千法国唯物主义的重大意义，马克思也不同意鲍威尔的观点，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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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法国的哨物主义运动是斯宾讯莎形而上学一元论的直接延续。马克思

要强调的是法国唯物 E义者例如爱尔纠修与布尔巴赫的反形而上学的人道

主义力面。他追溯 r 18 世纪礼会哲学家的咱物主义学说对社会主义和共产

主义的影响：

厥然人是从略性世界和扈性世界中的经验中汲享自己的一初－知识、

感觉等等～，那就必须这样安排周围的世界，使人在其中畿认识和偎会真

正合乎人性的东酉，使他能认识到自己是人。既然正确理嬉的利羞是薹

个道檐的基瑭，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千全人类的利益，既

然从唯物主义意义上来说人是不自由的，就是说，既然人不是由于有逃

避某种事物的消极力量，而是由于有表现本身的真正个性的氖羲丸量才

得到自由．那就不应当惩罚个别人的犯罪行为，而应当消灭犯旱行为的

反社会钩彖瀛令并使每个人鄱有必要的社会活动场房来显露他掏壤；凄韵

生命力·••»．歉然人天生戴是社会的生掏．那他就只有在社会中＇才董囊晨
自己的真正的天性，而对于他的天性的力量的判断，也不应当以阜个个

人的力量为准绳，荷应当以薹个社会的力量为准绳。［玉

《神圣家族》出版之时几乎没有人阅读它，当然，它也不是马克思的

主要竹作 但是将成为“历史唯物 K义概念”的儿个主题首次出现在那

里，因此马克思在 12 年后甫次读这本书的时候，能够评论逍：“我愉快而

惊异地发现，对于这本书我们足问心九愧的、虽然对费尔巴哈的迷信现在

给人造成一种 11二常滑桥的印象”『2O`\

马克思不得不在《神圣家族》出版之前尚开巴黎。普价上政府比以往

更经常地对《前进报》进行贞难，甚至据说路易·廿利沛巳经作了指示：

“我们必须对德国哲学家的巴黎进行沽巾！ ”1845 勺 1 月 25 门，内务大臣

基佐杏禁 r 《前进报》噜颁发（驱逐其领寻人（包括力克思、海涅和卢格）

的命令。马克思被荻许停留的时间比 24 小时长一点，他 2 月 2 日带若一位

年轻激进的记者亨利希·毕尔格尔斯（他离丿「f《前进报》闭体）前往列

日 (Li七ge) 和布彴塞尔 整个行程两人用唱歌的方祛鼓起粘神。燕妮卖棹

了家具和一些亚麻衣物，和海尔维格一家人－块停f两夜、几天后随着马

克思去f布豹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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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布鲁塞尔

当我们 1845 年春天在布鲁塞尔再次会见时，马克思已经从上述基本原

理出发大致完成了发挥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于是我们就着手在

各个极为不同的方面详细制定这些新观点了。

—恩格斯





第三部分 布鲁塞尔

一 历史唯物主义概念

马克思接下来要在布鲁塞尔度过三年J从很多方面来说这个地方都是

一个偏僻的城市，这是一个在 1830 年才独立的、正迅速工业化的国家的首

都，它拥有天主教保守派的政府，又有自由派的反对声音＾比利时有点像

政治逃难者的避风港，因为它比欧洲大陆的任何其他国家有着更大的言论

自由。马克思到了这里，笔记本里记着燕妮写的一连串的指令：孩子们的

房间和他研究的地方要“极为简陋＂；厨房根本不必布置｀燕妮会亲自笠

办｀床和衣物也是这样（她最后写道： ＂剩下的事悄我留给我们高贵的保护

者做聪明的判断；我留下的唯一请求是对一些橱柜给予特别关照；它们在

一位家庭上妇的生活中扮演若重要角色，而且都是极其有价值的东西，永

远不能被忽视 那些书籍怎样储存才好呢？阿门！ ”IJ一开始不可能找到满

意的租住处V 燕妮大约在马克思到达的 IO 天后到达，他们一家在布索瓦尼

客居了 1 个月。接若搬到了弗莱里格拉特以前的住处，后者去了瑞士。后

来， 5 月份他们在城市东边说佛兰德语的乡村阿莱恩斯租了一套有阳台的

小房子，在那里住了一年多

燕妮在到布鲁塞尔时发现自己怀孕 r 。她的母亲就把自己的女仆

海伦·德穆特派过米，她是特利尔附近村庄一位有实际经验的、年轻

的面包师的女儿，当时 25 岁，从十一二岁开始她就一直在威斯特华伦

家。虽然不常被人们提及，但她一直忠心耿耿地跟随着这个家庭，直

到马克思逝世。 [21 马克思首先在得到居住许可证方面遇到了麻烦：比利

时当局害怕他出版发行《前进报》的新版本，普鲁上忤察机关也施加

了压力 马克思不得不给当局出示他已签了一本关于政治经济学著作

的协约的证明，并声阴在他等稿费期间将一直邱妻子的钱财生活。在

写了一份保证放弃所有的政治活动之后，他才被允许居住下来 n 1845 

年 10 月，马克思想移居美国，因此甚至向特利尔市长提出了申请 n 当

时普鲁士警察机关一直要求引渡，马克思只好在 1845 年 12 月放弃 r

晋鲁士国笥

虽然如此，在布彴塞尔的几年很可能是马克思一家从未有过的快乐

时光。他们有令人满意的收入来源一一在巴黎卖抻家具和衣物后的所得

和马克思为要出版的书收到的提前支付的 I 500 法郎｀此外，一得知马克

思被驱逐出巴黎．恩格斯和赫斯、荣克一起为他进行了筹集募捐，“以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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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共产主义方式让我们入家分扣你因此而支出的．在外费用“勹；。这次筹集

到了近 l 000 法郎，主要是从莱茵地区的朋及那里募到的－此外．恩格斯

还把自己的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版税给了马克思 恩格斯也搬

到了布鲁塞尔，他租的房了·紧挨看呫克思一家，佷快赫斯和他的妻子希

比拉也搬到f恩格斯的隔壁勹希比拉节起f马克思孩千们的“阿姨＂。这

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朋友圈子噜共中包括诗人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和社

会 E义新闻工作者卡尔．海因茨 燕妮愉快地记得晚上他们一起在城市

的一家快乐的咖啡店里度过的时光 4 约瑟夫·魏德迈．一位有社会主

义倾向的炮兵军官．马克思终生的朋友，描绘 }'1846 初他们的一次旅

行：“我们疯一样地玩．马克思、魏特林、马克思的妻弟和我深夜打

牌，魏特林第一个困了匕马克思和我在沙发上消磨了几个小时勺第二

天，我们和他的妻了与妻弟一起，用想象巾的最愉快的方式四处漫步。

清展我们到了一家咖啡店，接石我们乘火车到达附近的威勒沃尔德

(V illeworde) 村庄．在那里吃了午饭。我们尽悄玩耍之后，乘最后一班

火车回来 ”(5`

这些活动只不过是长期紧张脑力劳动期间的休息。在离开巴黎的那—

天，马克思就已经与达姆施塔特市的进步出版商卡尔·列斯凯签了协约、

要写一部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苔作． 1845 什夏天完成～关于经济学

的部分碰无疑问是《巴黎手稿》的再创作。马克思写出f政治学这部分口

录的草稿，这一半内容都表明他打算通过对自由国家制度（这种国家制度

被召作通向国家和市民社会消亡的一个阶段）的详细批判令继续探讨《黑

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论犹太人问题》的主题r 61 恩格斯甚至在马克思离

开巴黎之前就敦促他完成这本书，因为“人们的情绪巳经成熟了，就要趁

热打铁”7 马克思收到许多询问和鼓励他的信件。恩格斯甚至在《新道

德世界》上宣布这本书正在付梓之巾C: 8] 恩格斯庄待在巴门父母的家里完成

着《英国［人阶级状况》，并在与莱茵地区社会主义者的密切接触中，制

定了一系列的出版计划。其中有两项马克思答应合作：一个是对弗里德里

希·里斯特的批判．他是视保护性关税为一种确保德国经济发展手段观点

的主要支持者；再一个是用带有批判't'I的导言来翻译从傅立叶、欧文、毛

勒和圣西门开始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系列著作。但是这两项计划中哪一

项都没有完成。马克思从来不是一位草率研究问题的人。在布鲁塞尔的头

几个月，他埋头于国家图书馆阅读法国有关经济的问题和社会的问题，竭

力更为全面地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决定历史总进程的因素和无产阶

级解放的多种可能性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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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后来说，当他 4 月初移居到布旮塞尔的时候，马克思”已经从

上述基本原理（即＇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

不是相反＇一作者）出发大致完成－「发挥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

作“9 。在《共产主义宣言》英文版序言中，他写迫，马克思在 1845 年春

就已经思考得出了自己的理论、”并且用几乎像我在上面的叙述中所用的那

样明晰的语句向我说明 T.. 1101 这一时期，马克思保留下来的唯一的文字

足著名的十一条一《关 F费尔巴哈的捉纲》、它被恩格斯公正地称为

“包含新世界观天才肋芽的第一个文件”11] 。从 19 世纪 40 年代初马克思首

次阅读费尔巴哈茗作开始，他从来就不足完全吧无批判地接受它。但足不

论是在《巴黎手稿》中，还足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都只是赞扬f费

尔巴哈｀｀贞正的人逍主义”。现在由于对经济学的日益关注，他从费尔巴

哈静止的和非历史的立场中脱离出来，已经不再足紧跟费尔巴哈的学生 r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概略地写出f在几个月之后他和恩

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详细论证的思想纲要C 不论依据任何标准，

《德意志意识形态》都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之一。在这部著作中，通过批

判费尔巴哈这一青年黑格尔派中最“世俗性”的人物，马克思和恩格斯清

罚了他们“从前的哲学信仰｀•(12) •即梳理了从 1841 年博士论文而来的发展

过程。

提纲第一条包含若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唯物～E义批判的本质：“从前的

一切唯物主义一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一一的 E要缺点是：对事物、

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0 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

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在第二条

中，马克思概述了他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思想：“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

的[gegenstandl iche] 百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

问题 L 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

员，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 关 F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现实的争论，是一

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在第三个论题中、马克思指出了 18 世纪法国

唯物主义者的缺陷，他们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思想与其他任何人一样正是历

史过程的一部分：“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

而认为改变了的入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一这种学说忘

记了：环境正是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百的。因此，这

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高出千社会之上。',l15] 接下来

CD ..八观” 一词英文表达为 ,·011 templation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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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条，马克思断言费尔巴哈把宗教归结为它的世俗基础是正确的：但是

他没有解释宗教存在的原因，而这－；µ实，“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

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世俗基础本身首先应当从它的矛盾中去

理解，然后用排除这种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lb_ 。最后，最为

著名的一条说道：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
世界”[ 17 

,. -ft{:炵产,__ "'心1.. ~ 
吵人、

斗6~ ----
《关千费尔巴哈的提纲》著名的第十一条： Die Ph iloso phen haben <lie 

Well nur ver8ch ieden inler pre tierl, es komm t <larau f an, s ie zu verandern. 译为：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舶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恩格斯到来后的三个月中，他和马克思”就着手在各个极为不同的方

面详细制定这些新观点了 “I IS. 。对恩格斯而言，形成了大部头的《关国社

会的历史》；对马克思而言，诞生了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1845 年 7

月，他们两人花了六个星期去英国旅行。从接下来的马克思给他的出版商

的一封信来看，这次旅行完全是为他的书作考察。[19] 他们在曼彻斯特花了

大部分时间在老切特姆图书馆阅读诸如配第、图克、库伯、托马斯和科贝

特等作家的经济学著作。时隔很久｀恩格斯仍然愉快地回忆道：“小楼凸窗

处的方形斜面桌......这是我们二十四年前曾坐过的地方；我很喜欢这个位

嚣，因为那里有彩色玻璃，阳光始终充足。”20] 打道回府时，马克思恩格斯

在伦敦待了几天｀在那里他们会见了宪节派领导人乔治·朱利安·哈尼，

一位最有影响的工人阶级报纸《北极星》的编辑。恩格斯还把马克思介绍

给了伦敦的德国工人组织的领导人、与他们的接触成为马克思下一年精力

投放的中心。马克思恩格斯还一起参加f各种各样的国家团体领导人的聚

会，讨论建立某种形式的国际民主协会．这就是 1845 年 9 月成立的兄弟民

主党。 211

马克思离开英国期间，燕妮在特利尔母亲家里住了两个月 他们的第

二个女儿劳拉将在 9 月底出生。为了陪伴孤独的母亲、燕妮尽力延长在母

亲家住的时间。马克思从英国回米的路上，燕妮给他在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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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小屋必须租。无论如何，在冬天，太多的房间是不必要的。在

楼上完成主要的事情之后，我会又下楼。因而你可以在你现在的书房睡

觉，并在那间大休息室支起帐篷，好吗？这样．就听不到孩子们在楼下

的噪音。你在楼上不受打搅，在安静的时候我也能和你待在一起，我们

可以将这个房间安排得很有条理。无论如何，只要可能，就应该在那间

房里安装一个好的复式暖炉。那是布鲁尔 (Breuer) ll2J的事情，因为没有

人会租一间不可能取嗳的房子...…其他事情我以后会想到...…［乃］

－从英国回来，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学研究就中断了，因为他决定要写

一篇文竞，对肯年黑格尔派哲学家提出明确的批判 在一封给列斯凯解释

的信中，他写逍： ＂...…我认为．在发表我的正面阐述以前，先发表一部反

对德国哲学和那一时期产生的德国社会主义的论战性著作，是很重要的。

为了使读者能够f解我的同迄今为止的德国科学根本对立的政治经济学的

观点．这是必要的。”” 《神圣家族》并没有宪成这个愿望：它是在马克思

完成自己系统的有关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之前写成的。而且，鲍威尔已经出

版了回应《神圣家族》的著述，它把马克思恩格斯标识为＂费尔巴哈式的

教条主义者””;1844 年 11 月，另一位者年黑格尔哲学家，麦克斯·施蒂

纳，已经出版了《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部有着非常的威力和吸引力的

无政府主义的存在主义著作，它认为压迫人类的一切力玑，不论是宗教还

是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都是虚幻之物，人们应该通过拒绝任何牺牲自我

的形式，通过沉浸于自觉的利己主义把自己从这些虚幻之物中解放出

来“马克思恩格斯作为共产主义者费尔巴哈的学生自然是施蒂纳强烈批

判的对象七《德意志意识形态》因此被首要地认为是澄清马克思、恩格斯

与费尔巴哈之间分歧的著作，并且也首要地被认为是最终论述肯年黑格尔

派最近的和最后的唯心主义（鲍威尔的“纯粹的批判”和施蒂纳的利己主

义）表现的著作

这部著作千 1845 年 9 月底开始写作，开头是对费尔巴哈的详细批

判一一“只有他才多少向前迈进了几步”:27] •中间插有对鲍威尔和施蒂纳

的批判 至 l846 年 4 月底｀批判已经扩展为一部大部头著作，准备用自己

的版权出版 书稿由魏德迈带到『德国，他在 1846 年的前几个月一直与马

克思一家在一起～然而，关于费尔巴哈的部分一直没有完成。串实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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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包含费尔巴哈的内容非常非常少，第一部分论述了德国当前流行的

社会主义思潮。它只有 100 页左右，书稿 1846 年 8 月被废弃了。，2~ l 

《德意忐意识形态》中最重要的部分是没有完成的关丁费尔巴哈的那

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由嘲讽青年黑格尔派哲学上的狂妄自大开始，把他

们描述为“绝对精神的腐烂＂，其特征是：

在着遍的混乱中，一些襄大的福家产生了，但是立憾又消逝了，瞬
息之问出现了许多荚编，但是马上又因为出璨了夏舅谦夏蹙停的咐乎而
销声匿迹。这是一次革命，法匿革命同它比起来只不过是儿桌；这是一
次世界斗争，在它面首狄亚乡希的斗争筒直徽不足道。在噪惠问一些犀
则为另一些原则所代簪，一些恩想勇士为另一些思想勇士所歼灭。在
1842 年至 1845 年这三年中同，在梅国所进行的清洗比过去三个世纪都要
彻底得多。

据说这一切都是在纯粹思想的倾域中发生的。［如

这一主要部分接若分为三个部分：在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对比中阐述了

历史的和唯物t义的方法；把这一方法应用千分析历史；对社会现状及其

最近的将来孛~一场共产主义革命作了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开头叙述了他们的总的立场，鉴「这是他们首次明确表

达历史唯物t义立场，所以值得长段引述：

晚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并术是任意想出的，它们不是敏条，荷是一些
只有在想像中才能加以巍开的现实的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
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厦生洁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宙他们审巳
的洁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首提可以用纯粹彖验的
方法来喃定。

任何人类历史的繁一个首提无晨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策一

个菁霎清定的具体事实孰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钵继织制约
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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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们自

已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

所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他们所必需的

生活资料，同时也就间接地生产着他们的物质生活本身七

人们用以生产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得到的

现成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应当从

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来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

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

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

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一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

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

质条件。 l 30 J 

马克思恩格斯继续写逍：“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

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叭3l] 他们揭示 r分工如何导致了城市和乡村

的分离，然后导致了工业从商业中的分离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接着他们概

括总结『与分［阶段相对应的所有制的不同阶段：部落所有制、公社所有

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了他们的结

论，如下：

由此可见，事情是这样的：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

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

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

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社会结构和国家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

生的,,但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像中的那种个人，而是

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

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l1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

地表现自己的。（立

(f) “任意”一词英文人达为 w ill, 即“息志”“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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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接下来重新阐述了他们的总方法，“不是意识决定生活，

而是生活决定意识”I 33) •并揭不了分工导致了自由财产的出现，它如何造

成了社会的不平等、阶级斗争和建立起政治结构：

正是由于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公共利益才以国家

的姿态而采取一种和实际利益（不论是单个的还是共同的）脱离的独立

形式，也就是说采取－－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C.然而这始终是在每一个

家庭或部落集团中现有的骨肉联系、语言联系、较大规模的分工联系以

及其他利害关系的现实基础上，特别是在我们以后将要证明的各阶级利

益的基础上发生的＂这些阶级既然巳经由于分工而分离开来，就在每一

个这样的人群中分离开来．其中一个阶级统治着其他一切阶级。由此可

见，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一一—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

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在这些形式

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1341

马克思恩格斯接若论述了问题的“前提气并对青年黑格尔派认为哲

学思想本身是革命的产物这种思想进行了再次批判。相反的是：

各代所面临的生活条件还决定着这样一些情况：历史上周期性地重

演着的革命震荡是否强大到足以摧毁现存一切的基础；如果还没有具备

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

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某种个别方面，而且反抗旧的

“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综合活动”的革命群众，那

末，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思想已经表述过于

百次，但这一点对千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 '-'lS,

在详细阐述了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之后，这部著作接着

用一个段落又特别地转到了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拿樱桃树（它由于商

业的原因被植入欧洲）作为例子．指出串物数见的扩大不能仅仅依节”观

察”进行理解，而必须被理解为社会发展、工业和商业的结果口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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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费尔巴哈足－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仆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

历史的时候，他决不足－个唯物主义者 ”`h I <任何思杞都个只个永远的、

客观的行效性。它们随若变化行的礼会－经济关系而变化．钻果“统治阶

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J7 -

接下米足关l二分工部分的详细论述，尤其足中世纪的分［以及向资本

主义的转变，接石的一部分叙述f分 I一．对国家、法律制度、财产关系演进

形式的影响。砓后一部分是关口1产 L 义的论述。它已经官布：“共产七义

对我们说来不足府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卢节与之相适府的理想 我们

所称为共产t义的是那种消火现什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种“现头的还

动”区别于以行的一切运动、因为：

它推翻了一切旧的生产和交往的关系的基础．并且破天荒第一次自

觉地把一切自发产生的前提看作是先前世世代代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

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因此，建立共产主义实质

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

件变成联合的条件。共产主义所建立的制度，正是这样的一种现实基础，

它排除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东西，因为现存制度只不过是个人之

间迄今所存在的交往的产物。[39』

建立共产主义的关键性因素是悄除劳动分工。但足马克思在这里给出

的唯一的例子是原始共产主义方面的：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

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

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于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

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的、不受

我们控制的、与我们愿望背道而驰的井抹煞我们的打算的物质力量，这

是过去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l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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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达到这种目的的手段是消楚的。这部分结尾写道：

无产者，为了保住自己的个性，就应当消灭他们至今所面临的生存

条件，消灭这个同时也是整个旧社会生存的条件，即消灭劳动。因此，

他们也就和国家这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下组成社会的各个个人迄今都表

现为某种整体）处于直接的对立中，他们应当推翻国家，使自己作为个

性的个人确立下来。”“

《德意志意识形态》论述布鲁诺·鲍威尔的这一部分是非常简短的：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已经详细论述过鲍威尔的思想了，所以在这里他

只是用几页重述了＂批判的批判＂的完全贫乏，驳斥f鲍威尔对费尔巴哈

的攻击。

但是，关千施蒂纳的这一部分却比《德意志意识形态》所有其他部分

的总和还要多得多。施蒂纳的著作刚开始出版时，恩格斯认为它包含着可

以作为共产主义思想基础的一些积极因朵，但是马克思很快就打消了他的

任何这类想法的幻想。(42) 马克思计划在 1844 年 12 月写一篇批判施蒂纳的文

章，但是这一计划由千他被逐出巴黎和《前进报》的被查封打乱了。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和恩格斯自然不遗余力：对“圣麦克斯”（正如

他们所称呼的）的批判在长度上与令人厌倦的施蒂纳本人的著作相当，并

轻易地超过了它。 I 43 施蒂纳的著作偶然打天才的火花，但是它（完全正确

地）已被描述为青年黑格尔派的最后产物；它把黑格尔辩证法的主观方面

推向了逻辑的顶点，这样的描述就过多地堕入了仅仅是文字游戏和无谓的

细微分析的篇章中 马克思恩格斯所作的批判的中心之处是：施蒂纳用利

己主义从根本上来反对利他主义，这种观点是肤浅的：

那些有时间从事历史研究的为敖不多的共产主义理论家，他们的爽
出的地方正在千：只有他们才虚褒了“共同利益”在质史上任何时侯挪
是由作为＂皋人．蛉个人逾成的。他们知道，这种对立只是攀耆詹L行因
为这种对立的一面即膺谓“，鲁蝗的＂一畜总是不断地＇宙另一盲讷戒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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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一面产生的，它决不是作为一种具有独立历史的独立力量而与私人

利益相对抗．所以这种对立在实践中总是产生了消灭，消灭了又产生。

因此，我们在这儿见到的不是黑格尔式的对立面的＂否定统一”，而是过

去的由物质决定的个人生存方式由物质所决定的消灭，抱着这种生存方

式的消灭，这种对立连同它的统一也同时跟着消灭。．..,

和应地，施蒂纳观点的正屯性就不那么充分了：

凶．．

如果像霍布斯等人那样．承认权力是法的基础，那末法、法律等等

只不过是其他关系（它们是国家权力的基础）的一种征兆．一种表现。

那些决不依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个人的物质生活．即他们的相互制约

的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是国家的现买基础，而且在一切还必需有分工

和私有制的阶段上，都是完全不依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些现实的关

系决不是国家政权创造出来的，相反地．它们本身就是创造国家政权的

力量。在这种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个人除了必须以国家的形式组织自己

的力量外，他们还必须给予他们自己的由这些特定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以

国家意志即法律的一般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的内容总是决定千这个

阶级的关系，这是由例如私法和刑法非常清楚地证明了的。[4'}
- - -

在这部著作的临结尾处、还有一些对劳动组织的评论，这被施蒂纳押

击为是对共产主义仕会的独拔t义的提祛，因为分工的真正消除意味着每

个入都将不得不做所有书悄C 咭克思恩格斯同应道：他们并不认为“每个

人应当完成拉斐尔的作品，他们只是认为．每一个有拉斐尔的才能的人都

应当有不受阻碍地发展的可能”I" 。

e-G~ ... 飞忠

在共产主义的社会组织中，完全由分工造成的艺术家屈从于地方局限性

和民族局限性的现象无论如何会消失掉，个人局限于某一艺术领域，仅仅当

一个画家、雕刻家等等．因而只用他的活动的一种称呼就足以表明他的职业

发展的局限性和他对分工的依赖这一现象，也会消失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

没有单纯的画家，只有把绘画作为自己多种活动中的一项活动的人们。l.7)

149 



马克思传（第 4 版）
Karl Marx A Biogra phy 4E 

但这些段落只是他们感兴趣的另外一种极为激烈论战的短暂休息。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有一个非常具有时代性的主题，即被马克

思恩格斯描述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并为当时德国几乎所有社会主义思

想家都知道的德国乌托邦社会主义。这一部分是对费尔巴哈讨论的实际应

用，因为大部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仅受到他思想的强烈影响，而且

还同意施蒂纳的无政府主义的观点。费尔巴哈的人的“真正的＂、真实的

本质（它存在于采取对他人的无私态度）被嫁接到了法国社会主义上。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认为自由主义的思想已经过时了，由此他们要求直

接实现人“真正的“本质。因此，他们拒绝参加任何为争取“资产阶级”

权利的斗争。他们的集会包含许多道德化的和情感的东西，而这，按照马

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并不利于对历史进行合理的分析。他们说： ＂＇真正的

社会主义＇不过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和英国法国那些或多或少同它相近

的党派在德国人的精神太空……和德国人的心灵太空中的变形而巳 "(4810

在德国这样一个滞后的国家，他们不可避免地会用对人类的普遍的爱取代

革命的热情，并不可避免地主要去依靠懦弱的资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关

千“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评论包含在三个评论篇章中。第一个是批判了

一篇匿名文章，该文鼓吹德国费尔巴哈和赫斯的哲学社会主义，以此反对

法国共产主义的粗陋性质，并认为人道主义是二者的结合。第二个评论篇

章批判了卡尔·格律恩，他是费尔巴哈的亲密学生，马克思早先大学时的

朋友。马克思后来提到他，称他为“德国哲学的一位教师，有一个超过我

的优点，即他本人对德国哲学一无所知 ”49] 格律恩没有抓住法国社会主

义者本质之处（甚至在他剽窃他们的时候也是如此），专注千一些“人的＂

消费的模糊不清的概念，以此反对研究真正的生产关系。第三个短的篇章

论述了库尔曼博士，他根本不是一位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而是一个冒牌的

弥赛亚式共产主义的瑞士传教士。

《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费尔巴哈的这一部分是马克思著作最为核心

的部分之一。以节时流行的较低水平的社会主义者的著述和思想看来，这

是一个惊人的成就c 马克思后来从未如此长篇地、如此细致地叙述他的历

史唯物主义概念。今天，它仍然是具有信服力和阴晰性的一部杰作。但是

它在近一个世纪中不为人知。

从 1846 年开始｀马克思恩格斯为给《德意志意识形态》找出版商做了

巨大努力。魏德迈、赫斯与雷姆佩尔、迈耶尔进行了不厌其烦的谈判，后

两者都是威斯特伐利亚的商入，他们同情真正的社会主义，巳同意出必需

的钱；马克思、恩格斯至少同 6 个其他有希望成交的出版商交涉过；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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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寄往科伦，甚至要被分成几个部分单独进行出版，两位作者一直到 1847

年底都在努力，但是只有关千格律恩的那篇短的评论发表了。这一失败是

由于严格的书报检杏条例和出版激进著作会带米严重财政风险所造成的，

虽然马克思认为拒绝出版是由于出版商反对他的思想?.50] 以此，后来马克

思写道：“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一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

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 “·`l] 。市＄实上，这部得以保留下来的

手稿确实留有大量的老鼠牙齿的痕迹。马克思仍然疯狂地继续著述他的

《政治经济学》i52]” 他的出版商列斯凯已经威胁说要取消协约。马克思适时

地答府了第一卷将在 I 1 月底完成。但是与蒲鲁东的论战分散了他的注意

力。列斯凯因此在 1847 年 2 月取消了协约，虽然他仍然在努力完成这一著

作一直到 1871 年！

二 魏特林和蒲鲁东

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阐明了他们与青年黑格尔派的根

本区别，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阐明了他们与当时德国社会主义者的根本区别。

现在他们则注意把自己新得到的见解推向当时存在的形形色色的左冀团体，

以“在整体上把欧洲无产阶级尤其是德国无产阶级争取过来 ”[53] 。布鲁塞

尔是一个建立德国社会主义者之间联系的理想的、有利的地方，因为它地

处与巴黎、伦敦（德国工人移民最大的聚居区）和科伦（莱茵省的首府，

德国最易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省份）构成的三角形地带的中间。在布鲁塞

尔，一群极有才华的德国流放者很快就开始聚集在f马克思的周围。旅途

中，来自巴黎的亨利希·毕尔格尔斯一路陪伴若马克思，他是一位年轻的

新闻工作者，曾为《莱茵报》撰稿、在巴黎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在他们

到达之后的上午、马克思坚持认为他们应该访问诗人斐迪南·弗莱里格拉

特，这位诗人曾因效力千普售士政府被《莱茵报》押击过，后来晋鲁士政

府仍然由于他写了激进作品驱逐了他“这是一次推心置腹的会面，弗莱

里格拉特发现马克思是“一位有趣的朋友，令入愉快而且谦逊＂ l5“ 通过

弗莱里格拉特和德国律师卡尔·迈因茨，马克思同比利时民主党领导人，

特别是同律西安．若兰特和波兰被驱逐领导人列韦尔见了面；还会见了菲

利沛． D 果，一位在政府内务部工作的年轻的比利时占淡水生物学家。 561

德国人中与马克思有若亲密联系的有：塞巴斯提安·载勒尔，他原先是

《莱茵报》的瑞士撰稿人｀在布鲁塞尔组织了一个左翼新闻机构； 卡尔·

151 



马允思传（第 4 版）
Karl Marx A B iogra phy, 4E 

海因茨，当时保险业中一位激进的新间［作者；海尔曼·克利盖， －位新

闻工作者，魏特林的学生：威廉·沃尔弗． 1846 年山千在西电西亚对农民

宣传共产主义而逃避追捕，他直接从内甲西亚来，出人意籵地出现在了马

克思家的门门；格奥尔格·维尔特．吃国商业公司的代表．虽然才刚二卜

几岁，但已经是一位著名的诗人（ 熬妮的性情多变但令人抖爱的弟弟埃

德加尔，在西里西亚的机构里打－个临时性的工作．也加入 r这个团体

斯蒂凡·波尔恩还拜访了马克思，他是－位句轻的排字工人，在 1848 年革

命中起了核心性作用。

马克思一家在布索瓦尼的旅店做j，知暂的停留之后（他告诉魏德迈足

由于经济上的原因“7), l 846 ~- l 0 月搬到 r 布鲁寒尔南部郊区的伊克塞

勒。在这里，马克思的第｛个儿f，命定多病的埃德加尔出生f。马克思

的经济埮况越来越困难了，迫不得已向泡尔维格和安年柯夫马f丿 L封求援

信。他费力地从在科伦的毕尔格尔斯、还从妻弟那电弄到了一笔贷款，但

是境况只是在 1848 年初他的母亲给（他一笔柜节可观的继承财产的预付款

之后才有所好转 58 燕妮巾 F布彴塞尔给她提供了家务之外的开阔眼界的

机会而非常高兴。

在锤国［他们一住在那里燕妮就写信给马克思］，有个孩子仍然是一

件很大的荣耀，饭锅和针耆仍然带来尊敬。而且，对鳌天把时间花在洗

刷、缝补和教育孩子上，人们也有一种应尽责任的满足感。但是，当这

些老一套的事情不再视为贵任和荣耀等等时，当人们都草得进步，以至

于他们甚至将这类旧的表现鄱看作过时的东西时……从那时开始，他们

就会感到对这些生活中的小贵任没有大多冲动。他们想亲自享受、参与

和体验人类的幸福。['9]
一一＿

斯蒂凡·波尔恩在大约五十年后的回忆录中对他在 1847 年晚些时候拜

访马克思的情景做了如下记述：

一万r于布霞斤r ，已嘈 ·.,` c..~ ^ ^ 

郊区的房子中。他友好地接待了我，问了我成功地做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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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扬了我反对海因茨的小册子；他的妻子也加入我们，友好地欢迎

我……我很少看到如此幸福的婚姻．共同承担欢乐和痛苦（在更大的程

度上是后者），所有的苦恼都在有意识的、完全的相互依赖中化解了。此

外，我很少能看到女性能像马克思夫人这样不论在外表上．还是在精神

上都显得这么好，这么即刻地使人着迷 她满头金发．孩子们（当时还

都小）像父亲一样，黑发．黑色的眼睛。马克思的母亲住在特利尔，资

助着这个家庭的开支，虽然这位作家的笔触毫无疑问要去发现更伟大的

事物．．．．．．．的1

在布f}塞尔之后．乃克思几乎没有再发展亲密的友情；他在布鲁塞尔

发展或得到加强的这些友情，大部分都保持了终生。

甚至在《德意忐意识形态》完成之前，马克思就已经开始了建立共产

主义通讯委员会的 T一作，恩格斯和 l_-l 果在具中发挥了最积极的作用＂这个

通讯委员会是所有后来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雏形。它被设想为在欧洲资本

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柜触合、相结合的途径C 马克思如此描述它

的目标：

借以讨论学术问题，评述。流行的著作．井进行社会主义宣传......不

过，我们这种通讯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要让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同法国和

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建立联系，使外国人经常了解德国不断发展的社会主

义运动，并且向德国国内的德国人报道法国和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进展

情况。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发现意见分歧．从而得以交流思想，进行无

私的批评。回

这个通讯委员会以及它后来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是马克思第一次政治实

践的尝试。委员会的建立可以说明围绕当时共产主义运动间题的两种争论。

第一种（魏特林主张的）是要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真正的“社会

主义的论战运用到实际的政治中；第二种（蒲鲁东主张的）在 20 世纪中持

续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一－蒲鲁东的追随者在第一国际中尤为活跃。

魏特林是法国军官和德国洗衣店女工的私生子。在他沉浸千法国社会

O “学术” 一词英文农达为 s<' ientific;” 评述＇， 一词英文表达力 critical 。

l S 3 



马克思传（第 4 版）
Karl Marx A B iography, 4 E 

主义者茗作期间，足作为一位巡回裁缝谋生。他的第一本书《现实的人类

和理想的人类》是应巴黎正义者同盟的要求｀写于 1838 年。他在瑞士的宣

传很有效果，在那里的被监禁提高了他的声望，给他以殉过者的光环。因

此，在 1844 年到达伦敦时，他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但是 1845 年间，他的

传道上风格、阐述自己思想的类似宗教性的术语、马上革命的要求、巴贝

夫独裁式的建议，以及由囚禁造成的明显的心理创伤：所有这些方面都由

千疏远入多数什伦敦的德国共产卜义者（他们认为他的方法不具有现实

性）而结束了- 6月在 1846 年初回到这片大陆的途中，魏特林在布f-f十塞尔停

下了，新成立的通讯委员会邀请他到马克思的房间里参加讨论。当时出席

的人中，有恩格斯、［ I 果、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魏德迈、载勒尔、

新闻工作者海尔堡以及特邀的富有的俄旧旅渺者巴维尔·安年柯夫（他是

马克思在巴黎时认识的）。[bl] 魏特林给他的深刻印象是“一位英俊的金发年

轻人，着装雅致，留召迷人的、整齐的小胡须－他极像是一位商业旅行

者｀而不像是我原先想着萝遇见的严肃的、苦难的工人＂。安年柯夫接着

写道：

我们随意地互相介绍了自己，但是极为恭敬地提及了魏特林。袁们

坐在一张绿色的小桌旁。马克思坐在桌子的尽头，手垦拿着一文簪笔，

他狮子一样的头傲屈在一页纸的上方；恩格斯，他宣传·中听紊寰忧伴和
同志，高大笔挺，荚匡人一样地高贵严肃，首先开始了发言。雀视遭．，有

必要向那些全身心转化自己劳动的人们嬉释他们的观点，并就此达成一
个普遍的、可以成为缺少时间和机会进行理论研究的所有追值者的爆帜

性学说。恩格斯发言还没有完，马克恩抬起了头，转向痕特林，说道：

＂告诉我们．魏特林，你在德国的宣传制造了这么大的声音：你证明自己

行动合理性的根据是什么？将来你打算把它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

我清楚地记得这个唐突的问题，因为它发生在热烈讨论的开始，正

如我们所看到的，它非常简短。魏特林似乎想在通常的自由谈话的气氛

中继续讨论。他用一种严肃的、有点忧虑的表情开始解释他的目标不是

要创造一些新的经济学理论，而是要用那些非常正确的理论（正如法目

实践所表明的）打开工人们的视野，看到他们的令人恐怖的境况和一切

不合理现象（它已成为压迫工人的统治者的和社会的笺言），教给他们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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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不要再去相信统治者的任何承诺，而只有依靠自己，以民主的和共产

主义的团体形式组织起来。他说了很长时间，但是令我震惊的是，与恩

格斯相比，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他表达混乱，很不好｀不时地重复、纠

正、最后艰难地得出了结论，这些结论要么得出来的太迟了，要么在命

题陈述之前就得出来了。现在他的听众完全不同于通常由于他的著作聚

集在他的周围或读他的有关当代经济体制的报纸或小册子的那些人：因

此他的思维和发言变得紧张起来）如果不是马克思皱着眉头生气地制止

了他，并且自己开始了回答的话，魏特林很可能会继续谈下去的。

马克思嘲讽的发言摘要如下：为了不给人们的行动以任何坚定的、

深思熟虑的理由而唤醒他们．就要完全地欺骗他们《马克思继续说道．

正如刚才提到的，无法实现的希望的发生只能导致受苦者最终的毁灭，

而不是他们的得救。唤察工人如果没有一种严格科学的思想或建设性的

学说（尤其在德国），那么这就等于宣传空洞的、骗人的游戏，它一方面

冒充为富有灵感的预言者．而另一方面只不过是裂开的肛门．．．…魏特林

苍白的脸缓和过来了，他恢复了生气，发言变得自如了。他用激动的声

音充满感情地开始试图说明一个人以公正、团结和兄弟般互助的名义，

把数百人集结在同一旗帜之下．这个人不能被认为是宪全地徒劳、毫无

意义。魏特林通过这样的方式就今晚受到的攻击安惹自己．即他记得他

收到的从自己的祖国各地寄来的数百封充满感激言辞的信．以及他认为

自己谦逊的基础工作对共同事业可能比那些远离正在遭受和已经遭受苦

难的人们的思想的批判和重要分析更有意义 G

一听到上面的这些话，马克思终于失去了控制，＂砰“地一声把拳头

砸在了桌子上，桌上的灯剧烈地摇动起来。他“呼“地站起来，说道：

“无知还从来没有帮助过任何人！“我们跟着他，离开了桌子。座谈结束

了，当马克思异常焦躁、异常愤怒地在房内踱来踱去的时候，我匆忙离

开了他和其他人回家了．我对自己刚才看到听到的一切感到震惊。飞j

这次讨论的第二天，魏特林写信给赫斯说：马克思坚持审查团体的成

员；对马克思而言财政来源问题是最重要的（魏特林认为马克思是希望把

他排除在威斯特伐利亚的出版计划之外）［65］；将不会有建立在感情呼吁基

础七的宣传；最终“目前不可能谈论到实现共产主义；资产阶级一定首先

成为舵手＂。魏特林继续写过：“我认为马克思的脑袋只是一本好的百科全

书，他并不是一个天才。他影响的原因在千其他人。有钱人在新闻出版方

面支待他，仅此而巳"[ 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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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魏特林和马克思之间．切关系的结束；儿个星期后，魏特林

继续接受了马克思的一顿午餐『 61 但是马克思继续他的活动，发表通告反

对海尔曼·克利盖。后者足一位年轻的威斯特伐利亚新闻工作者，他在去

伦敦之前已经是布售塞尔团体的成员f，最后他移民到了美国，在那里他

办起了《人民论坛报》周刊。[68 克利盖的观点在“真正的社会主义”中比

魏特林的更具有代表性。马克思这篇论述详细的通告批判了克利盖的思想，

认为这些思想”不是共产上义”：它们“幼稚而夸大”，所“鼓吹的那些荒

诞的伤感主义的梦吃” “损害了共产主义政党......在美洲的声誉＂，而且

“使他们的意志颓废 ”(69] C 接下来的部分激烈地批判了克利盖形而上学的和

宗教的表述，他仅在一篇文汽中用“爱”这个词就达 35 次，他天真地计划

苀要把美国的土地平分给每一个市民，其目标是“把一切人变成私有

者”I 70 I 。魏特林是通讯委员会成见中唯 反对这篇通告的人；他立刻离开

布仵塞尔前往卢森堡，儿个月后应克利盖的邀请移到了纽约。这篇通告激

起了相贤的反对 c 关千魏特林，赫斯＇与信给马克思：“你不会感到奇怪，你

使他简直发了疯，对眳个小悄我再也不想做什么；得罪一个人就足够

了＾·· 711一个星期后他写逍，他自己是想“关于你的团体再也不想做什

么“721 伦敦的共产上义者也强烈地反对这篇通告。

对克利盖的这种押击显然只足很多这样的小册子中的一本，因为马克

思后来写道：

同时，我们还出版了一系列押击性小册子，有的是铅印的，有的是

石印的；我们在这些小册子里，对构成当时同盟的秘密学说的那种英、

法两国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同德国哲学这二者的杂拌儿进行了无情的批

判；为了代替这种杂拌儿，我们提出把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结构的科学

研究作为唯一牢靠的理论基础，最后并用通俗的形式说明：问题井不在

于实现某种空想的体系，而在于要自觉地参加我们眼前发生的革命地改

造社会的历史过程c. l 73 l 

与此同时，马克思努力建立与巴黎的联系，那里最有影响的社会主义

者是蒲鲁东。作为一位法国思初家，他持的立场是奇特的，因为他有着德

国青年黑格尔派对千共产主义的无神论立场，抵制使巴黎难以接受德国思

想渗透的爱国主义的激进共和上义 n J 846 年 5 月初，马克思写信给蒲鲁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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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了通讯委员会的目标，并邀请他担当委员会的巴黎通讯员，“至千法

国，我们一致认为，我们在那里不可能找到比您更合适的通信人了 “l” 。

在信的附言中，马克思提醒蒲鲁东提防格律恩，说他是＇＇骗子手......滥用

自己结识的关系”(l为 l1 果和恩格斯也在信中马了附笔．说如果蒲鲁东能接

受邀请，他们会框常高兴。蒲鲁东的剧信可能让书克思很不高兴，他愿意

参加马克思的计划，但足有一些保留：

如果你愿意，让我们一起来寻找社会的规律，寻找这些规律赖以实

现的方式，寻找我们会成功发现这些规律的过程；但是，看在上帝的份

上，在摧毁了一切至高无上的教条主义之后．不要让我们反过来梦想着

给人们灌输什么……我真诚地欢迎你们请人发表方方面面的意见；让我

们进行友好而忠诚的辩论；让我们给这个世界一个有学识、有限光的宽

容的榜样，不要只是因为处于运动的最前面而使自已成为新偏见的领导

人，让我们不要成为新宗教的传播者，即使是一个富有逻辑的宗教、理

性的宗教；让我们一起团结、鼓励一切意见不同的人，让我们拒绝一切

的唯我独尊、一切神秘主义；让我们永远不要认为一个问题会详尽无遗

地被阐述，当我们可能用完了我们最后的论据时，让我们再雄辩、嘲讽

地重新开始，如果必要的话。在这些条件之下，我非常高兴地加入你们

的组织。如果是其他任何情况，则－一一不！”“

蒲鲁东继续写道．他不赞成马上进行革命行动，而倾向于“用火焰逐

渐地灼烧财产．而不是制造一个财产所有者的圣巴塞洛缪之夜赋予它新的

力屈＂。接着是一段嘲讽性的语言：“我亲爱的哲学家，这是我当前的想

法；当然，除非我犯了错误，出现了让我接受你一顿鞭打的情况，这样，

我会在等待报复的期间高兴地服从......"蒲鲁东最后基于以下理由为格律

恩作了辩解：他为了给家庭挣钱而不得不使用“现代观念＂；接着他说，

除此之外，正是在格律恩的建议下，他正准备在他的下一本著作《经济矛

盾的体系》（副标题是＂贫困的哲学”）中加上提及马克思著作的内容。马

克思显然没有回答蒲和东，——除了以愤怒的形式评出蒲彴东一年之后出

版的《哲学的贫困》的著作之外 在这篇回应文章中，马克思接受了蒲鲁

巾 参见《马克思恩恪斯全女），中文 1 版，第 27 卷， 4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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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玩笑似的请他报复地”给予鞭笞＂。

蒲鲁东的著作洋洋洒洒地写f两大卷，具信条是不破不立[ des truam e t 

aedificabo], 虽然前者远远多于后者，蒲鲁东满怀激情地押击f宗教、学术

界的经济学以及共产主义，但是没有提出任何卜分明确的解决办法。I 76」这

本著作的思想在法国工人中非常受欢迎，德国安排了它的三个不同的译本，

其中两本在 1847 年出版了，另外一个是格律恩负贡的，恩格斯在巴黎曾花

大鼠时间批驳他的思想。马克息直到 1846 年的圣诞才得到蒲售东的书，当

时他马上给安年柯夫写了一封长信叙述［他对书的印象，在信中｀马克思

清晰简明地把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实际地应用于蒲鲁东的思想。马克

思批判的要点是蒲和东不理解人类的加史发展，因此他就诉诸理性、正义

这类永恒的榄念 马克思写道：

社会一—不管其形式如何一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

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

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 commerce] 和消费形式。在生产、

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

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

就会有不过是市民杜会的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这就是蒲鲁东先

生永远不了解的东西，因为，当他从诉诸国家转而诉诸社会，即从诉诸

社会的正式表现转而诉诸正式社会的时候，他竟认为他是在完成一桩伟

大的事业呢。

这里不必再补充说．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

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

的产物。……（这）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

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愈益发展而愈益成为

人类的历史。由此就必然得出一个结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

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形

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些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

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77'
一一· - - -

然而，马克思的确认为蒲鲁东竭力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与社会主义思想

之间调和，所以他的＂功绩就在于他作了法国小资产阶级的科学解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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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种直正的功绩，因为小资产阶级将是未来的－切社会革命的组成
部分 ”78 J r 

这种批判在《哲学的贫困》的两部分中得到 r详细阐述。第一部分叙

述了价值理论，第＿部分开始就批判f浦鲁东的方法．末尾重要的一段论

述了工人阶级运动。

马克思正是在一开始就批判f蒲fr东的分析缺少精确的出发点（蒲弁

东的＂辩证法”只不过足＂川抽象的和矛盾的概念．如稀少和众多、效用

和意见，一个仕产者和一个消费者（两者都是自由意志的骑士）来代替使

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需求和供给',『791 。在这点 l ，蒲彴东的目的是“为了

以后能够引用他自己所去掉的各种要素中的－个要素（生产费用）作为使

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综合 在他的心目中，生产费用就是这样构成综合价

值或构成价值的＂＇IJ。一件产品的＂构成价值＂，沛售东意指“体现在产品

中的劳动时间所构成的价伯”·""、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个学说并不是蒲

鲁东的发明（如他自己宵称的那样），而足可以清楚地在李嘉图那里找到，

他们之间的不同是“李嘉图的出发点是现存社会，以此向我们证明他如何

构成价值；蒲彴东足把构成的价值作为出发点，以此借若这种价值的帮助

建构了一个新社会的世界”\•2] r 这样从这－学说中远不能得出“平均主义”

的结论，这就意味着工资永远都是最·低额勹'R])队］为蒲彴东“把以下两种衡

鼠的方法混为一谈了：一种是用生产某种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来衡量，

另一种是用劳动价值米衡见 他说：＇任何人的劳动都可以购买这种劳动所

包含的价值＇。因此按照他的说法，产品中所包含的一定劳动鼠和劳动者的

报酬是相等的，即和劳动价值是相等的。根据同样的理由，他把生产费用

和工资也混为一谈了 “h4 。因此｀ ＂蒲鲁东先生用劳动来衡呈商品的价值，

他就笼统地认为，既然劳动具有价值，是劳动商品，那就不能不把它置千

这个共同的尺度之下。他预感到，这样说就是承认工资的最低额是直接劳

动的自然的和正常的价格，因而也就是承认现代的社会制度。为了逃避这

个倒霉的结论，他就掉转头米说，劳动不是商品，它不可能有价值。他忘

了自己就曾经把劳动的价侦当作尺度．．．．．．”［85] 进一步，蒲鲁东开始证明

“生产产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说阴它和需要的真正关系(ll ，所以在生产上花

费时间最少的东西是最钉直接效用的东西，并且可以依次类推＂f 86 I 。但是

同一个论据却证明了“如果说因为最便宜的物品使用最广，因而这些物品

就应唱有最大的效用，这就是说，烧酒巾 F仆产费用低廉而到处风行，这

(T) 英译文力”八止仕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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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书就是烧酒的效用最确凿的证明；这就是向无产者说，马铃薯比肉对他

们更有益；这就足和现状妥协；结果，这就足和捕伈东先生一起为自己并

不理解的社会进行辩护”:"。

而在马克思来看来：“在没有阶级对抗和没有阶级的未来社会中，用途

大小就不会再由生产所必要的时间的最低额米确定．相反地，花费在某种

物品生产上的时间将由这种物品的社会效用大小来确定。””“蒲鲁东的设想

抽象于需求、竞争等的不同｀因此他不可避免地被迫陷入这样的境况：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希步在现代生产资料的条件下保持旧时的正确

比例，这就意味着他既是反动者又是空想家；或者是希帤一种没有无政府状

态的进步，那就必须放弃个人交换来保仔生产力。“”“总之，马克思宣称蒲鲁

东远非第一个想到．｀把一切人都变成交换同等劳动址的直接劳动者这样的方

法来改造社会”叩的人。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他洋细地引述了英国经济学

家布宙著作中的观点，但他也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个人交换也和一定的

生产方式相适应，而这种生产方式又是和阶级对抗相适应的。因此，没有阶

级对抗就不会有个人交换”.91` 。接竹马克思结束f著作第一章的头半部分｀

结尾论述了用劳动时间减少货币价值是不可能的，论述了蒲鲁东（为了反对

劳动创造剩余这种思想）不得不假设现存的社会关系是不存在的

在著作的第二部分，马克思拌击 r蒲售东“把这些冒牌的黑格尔词句扔

向法国人，亳无问题是想吓唬他们一下”92 ｀并押击了他对诸如正题、反题、

合题虚假的解释性语言的运用。I 91）接杆马克思谴贡蒲鲁东认为“现实的关

系中只是......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接着写下了著名的一段：

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隧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政变自己

的生产方式，贼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

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

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旧］

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占典经济学家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

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但

是资产阶级的学说同其他任何阶级的学说一样，是和对的；它即将为无产

阶级的经济学说所取代、这种学说的理论家在无产阶级运动的初期当然只

能是乌托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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谝； 一门
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以及无产阶级斗争的日益明显，他们在自己头

脑里找寻科学真理的做法便成为多余的了；他们只要注意眼前发生的事

情，并且有意识地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当他们还在探寻科学和

只是创立体系的时候｀当他们的斗争才开始的时候，他们认为贫困不过

是贫困．他们看不出它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玻坏的一面。但是一旦

看到这一面，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

就不再是空论CD, 而是革命的科学了。[9卜，

蒲鲁东在对劳动分工的论述巾也是有缺陷的，它不足一个经济学范畴，

而是一个历史范畴；同样，竞争足 18 世纪最币要的产物，根本不存在“永

恒的＂范畴；士地所有权不是“一种独V的关系、 －种特殊的范畴、一种

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最后，丐克思驳斥了蒲鲁东的这种观点，即认为为

提高工资而进行的罢工足无用的，因为具成功仅仅引起价格的相应上涨．

在著作的最后几贞，马克思阐述了这一观点，其中包含「把无产阶级描述

为本质上是革命的某种无政府主义者的宣告：

_ 
被压迫阶级的存在就是每一个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的必然条件。

因此，被压迫阶级的恃放必然意味着新社会的建立 c 要使被压迫阶级能

够解放自己，就必须使既得的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不再继续井存。

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革命因素之

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

提的。

这是不是说，旧社会崩溃以后就会出现一个表现为新政权的新阶级

的统治呢？不是。

工人阶级觯放的条件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正如第三等级即资产阶

级解放的条件就是消灭一切等级一样

0 “空论“英文表达为 doctrin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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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

代替旧的资产阶级社会；从此再不会有任何原来意义的政权了。因为政

权正是资产阶级社会内部阶级对立的正式表现。

在这以前，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对抗仍然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

个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一旦达到最紧张的地步，就成为全面的革命。

可见，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的社会最终将成为最大的矛盾、将导致人们

的肉搏，这用得着奇怪吗？

不能说社会运动排斥政治运动。从来没有哪一种政治运动不同时又

是社会运动的。

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

而在这以前，在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

“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

此。”（乔治·桑） 97 l 

马克思的这部著作是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第一次公开发表和系统的论

述，他在《资本论》的序言中介绍了它。这还证明了马克思写小册子的巨大

天赋，虽然蒲行东的著作亳无疑间是一个简单的批判对象。然而，尽管这部

著作在布鲁塞尔和巴黎都出版了，但总共只印了 800 本，所以对马克思的同

时代入几乎没有造成什么影响，他不得不自己支付出版资金。蒲鲁东称这本

书是＂谩骂、歪曲和剽窃的罗列 ”l98, 作者是只“社会主义的绛虫 ”[991 马

克思认真对自己《哲学的贫困》作了注释，并很可能打算予以回应，但是

因家事和 1848 年革命而搁置了。这是两个人极度辛辣论战的高峰。

蒲鲁东只是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吸收的几位巴黎社会主义者之一。而

找其他几人也并没有更多的结果。与路易·勃朗有些简短的书信来往；艾

韦贝克博士曾倡导以卡贝思想为基础的某种类型的和平共产主义的人道主

义思想，是正义者同盟的存在下去的中坚力量。恩格斯在说服马克思一家

与他一起在奥斯坦德待两周之后，千 1846 年 8 月去了巴黎。他经常寄信到

布告塞尔通讯委员会，报告他在德国工人中的宣传进展情况，他特别反对

格律恩和蒲鲁东的弟子们。在巴黎一些主要的同业工会中，裁缝们仍然容

易受到魏特林充满感情的基于共产主义宣传的影响（虽然魏特林本人已经

离开了这座城市）。因此，恩格斯努力吸收正义者同盟的残余分子为新成员

（绝大部分成员是工匠协会的），逐渐给他们灌输某种形式明确的共产主

义。到 l0 月底、恩格斯寄到布鲁塞尔的报告说，他的新成员当时已经接受

了共产主义的说法，这包括：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反对资产阶级的利益；

162 



第勹部分 布彴塞尔

废除私有财产；以及暴力民主革命的途径。然而．意识形态的胜利并不十

分重要，因为恩格斯在同一封信中继续写道：“亲限石到这场风波的上述那

一伙人，是将近_~ I 个木工 另外他们还只是在城门［］同各色各样的人举

行聚会；他们除f －个歌咏俱乐部外｀没有一个固定．点的组织 ······”rIOOl

这封信表明了恩格斯正处 F 1日典型的现实主义时期 总的说来．很明显，

恩格斯对「自己画传的成功抱有－种过分乐观的态度3 10 月底，警方插

手．甚至连巳经存在的小规橾活动都停止了 恩格斯觉得在离开巴黎之前．

要转而征服许多国箱不同的女孩f得更加小心 r 。

德国通讯会让立在卜分规范的基础之上：他们定期从下面几个地方发来

报告：从西里西亚（受威廉·沃尔弗的鼓励）：从伍珀塔尔．赫斯的亲密朋

友、画家克特根孔这里领导－个共产主义小组；从菲尔，格奥尔格·韦伯医

生在这里领导运动。然面．呫克思对魏德迈在威斯特伐利亚找不到《德意志

意识形态》的出版商失去耐心 r. 他们的关系变得紧张了一共产主义运动的

中心仍然在科伦 赫斯 1846 年下半年住在那里．并说他本人”在某种程度上

与｀这个党＇和解了“101 ；他认识到把共产t义建立在历史和经济前提之上

的必要性．并以极大的热心等待若马克思著作的出版；直到 1848 年初，他才

与呫克思最后断交 但足马克思的思想在那甲似乎没有产生影响，虽然这

个团体在那里是巾马克思的亲密朋友罗兰特·丹尼尔斯在德斯特尔和毕尔

格尔斯的帮助下组建起来的．并且极为活跃地活动在斗地政治生活中。

由布鲁塞尔共产主义者发向德国的保存下来的叱一信件足写千 1846 年

6 月寄给克特根的。马克思和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一起批评了对政府当局讷

愿结果所抱的“幻想＇｀．说卧J r“ 只有在德国已经有了强大的有组织的共

产主义政党的情况下，通告才会发生影响．曲实际 L德国没有这样的政

党” 在这期间，伍珀塔尔的共产主义者可以做些”表面上的“行动，支

持资产阶级对新闻自巾、宪政等的要求。明确的、共产主义的要求只是到

以后才有可能：“必须支持一切0)使党前进的因素，但不能陷入无聊的、伦

理性的辩论”'IO2J C

三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建立

通讯委员会最重要的成果是在马克思恩格斯与伦敦共产主义者之间建

0 关文作者在“一切”上加了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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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起了密切联系，伦敦共产主义者是当时德国工人最大的、组织得最好的

团体。直到 19 世纪 30 年代未，其最重要的中心一直在巴黎。 1836 年，被

流放到巴黎的德国手工业者创立了正义者同盟（这是一个用代号和密码组

成的秘密社团组织），这个组织本身源于早些时候的流亡者同盟。它最初的

目标是把“人权”和“市民”引入德国，这个组织的成员大约一半来自手

工业者，一半来自固定职业者。正义者同盟参与了布朗基和巴尔贝斯 1839

年组织的暴动，事情失败后，大部分成员逃亡伦敦，在那里成立了一个兴

旺的团体 (10“ 接着创立了一个“前线”组织，德国工人教育会，这个组织

到 1847 年底有近一千名成员，并一直存在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正义者同盟由三人团卡尔·沙佩尔、亨利希·鲍威尔和约瑟夫·莫尔

领导。沙佩尔是一位来自拿骚的资深共产主义者，一位贫苦的农村牧师的

儿子。当马克思还是个小男生的时候，沙佩尔作为一名林学专业的学生，

曾参加过“学生社团” (Burschenschaft)运动，并曾与毕希纳和马志尼并

肩战斗。据同盟中他的一位同事说：”与其说沙佩尔是通过他的理论知识，

不如说是通过他的热情”[104] 成为同盟中的革命者。鲍威尔是一个鞋匠。莫

尔是科伦的一位钟表匠，也是他们三人中在智力、策略方面最具有才华的

一个。(105) 这个协会在比卡迪街附近的“红狮“公寓一周组织四次晚上活

动。德国经济学教授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描写了其中的一个晚上，值得

长段引述，因为它生动地传达出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得以产生的氛围。（还有

德国工人教育会，它多年来一直在马克思行动的外围。）希尔德布兰德描绘

了 1846 年 4 月的一个晚上，当时马克思恰好正开始与伦敦共产主义者建立

经常性的联系。他写道：

我们大约八点半在紧张和不安的气氛中走向协会开会的地方。一层

好像是一间啤酒铺。侍者在那里，精美的啤酒陈列在柜台中，但我没有

注意到有消费者的座位。我们穿过这问铺子，上了楼梯，进到房间里，

那里布置好了桌子和长椅，约能容下 200 人。大约有 20 个男人小聚在一

起，坐在那里，喝着面前的啤酒，吃着极为简陋的便餐，抽着免费的烟

斗（那里每张桌子上有一副）。其他人还在站着，门永远是开着的，以便

让新到者进来。很显然，会议不久就要开始了。人们衣着是极为得体的，

行为质朴，却不乏尊严，然而从脸庞来看，大多数是工人。主要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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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德语，但还可以听到法语和英语。房间的最后摆着一架豪华钢琴，上

面有几本音乐书。一这在伦敦是极没有音乐味的，表明我们来对了地

方。我们悄无声息地在正对着门的桌边坐下来。当在等邀请我们来这里

的朋友沙佩尔出现的期间，我们叫来侍者，要了一个传统的小便士的烟

草袋。不久我们看到一个男人走进来，高大强壮，很健康的样子。他唇
上留着黑色的胡子，看上去清澈而深邃，举止傲慢，好像 36 岁的样子。

他被介绍给我，就是沙佩尔......

沙佩尔邀请我们随他在房间后面坐下。在向后面走的时侯，他指i给

我看一张海报，题目是“德国工人教育会条例＂．．．．．．协会的主要累则是

人只有通过培养他们的智力才能获得解放和自我意识。因此这些天所有

晚间的会议都是教育引导。一天晚上教荚语，另一天晚上敏地理，修三
天晚上教历史，第四天晚上教绘画和物理，第五天晚上教唱歌，箫六天

晚上教跳舞，第七天晚上教共产主义政治观点…．．．

我们坐在分配给我们的地方；当时房间全挤满了人。主持人．（裁不

认识他，有人告诉我他是医生）开始了会议。当时是一阵庄产斜；的沉默．

每个人都抽了一口烟斗，秘书（一个裁缝工人，他的写作天赋看鬼来韵
确令我羡慕）宣布沙佩尔公民巳经邀请了希尔德布兰搏公民和迪芬巴赫
公民，井问是否有反对意见。接着我们谈论了当前玻治，沙佩尔公民儆

了一个关于本周事件的报告。他的演说流畅、极为翔实并且充漪建嗓。
他和协会显然有着丰富的信息来源……自然，一种强大的共产主义壤一流
是明显的，无产阶级是永远不间断的主题，并且有一根红线贯费了龛个
演说。我承认我被好好地上了自由主义的一课，但是其中几段褒魂并f发
悚然......心］

伦敦的德国共产主义者试图勹布朗基主义者联子在巴黎进行暴动失败

之后．先是处于卡贝和平乌托邦共产主义的影响之下。卡贝还劝他们放弃

谋反暴乱的途径，虽然他们仍然只能是处于秘密状态的社团。但他们拒绝

f卡贝的建议．在美国建寸 r -个共产主义团体 1 唱时魏特林的影响已经

变得重要 但是他立即进行革命的思想很快使他疏远f伦敦大多数共产主

义者、因为他们月始更多地受到自己亲身经历的欧文主义的计划、人民宪

章运动以及实实在在的关国［联成功的影响，魏特林认为“人类要么永远

是成熟的，要么根木就个会成熟·．．．．革命的产生如同暴风雨一样，没有人

可以预先描述出它的轨迹...…智力只起看很小的作用、没有激情就会－韦

无成…．．最为伟大的壮举总是伴随若鼓动群众的激情 ”107 。但沙佩尔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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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是“通过强力给人类灌输新思想就像强迫树成长一样容易。让我们避免

机械武装暴动：它是原始的；人类并不需要它......让我们视我们自己为人

性这棵强大树木上的叶子，我们播下了平静行动的种子，我们的后代将会

收获“[ 10s I 。这一争论在协会讨论中持续了几个月，魏特林巧妙地获得了克

利盖的支持，但大多数的工人最终站在了沙佩尔的一边。

马克思 1846 年 5 月中旬建议伦敦的共产主义者组成一个共产主义通讯

办公署，定期与布鲁塞尔联系，至此，他们断绝了与魏特林的一切联系。

恩格斯早在 3 月份就正式请哈尼担任与布鲁塞尔方面联系的通讯员。但是

哈尼 2 月份就已经成了同盟的成员，他坚持先与沙佩尔及同盟领导者商议，

这意味着他们并不信任“布鲁塞尔方面的文字特征”[ 109] j马克思的观点的

确很不受他们欢迎。按照沙佩尔的说法（以及他的信反映出来的同盟领导

者们总体上的观点），革命不可能被命令，精神的觉醒必须在机械武装暴动

之前。同盟的任务在其领导者们看来是“一个启迪人民以及宣传财产公有

的团体”r 110 。他们还反对马克思对克利盖的观点，抱怨布鲁塞尔共产主义

者“精神傲慢”[III l u 然而，沙佩尔 1846 年 7 月的确同意了马克思的提议，

即在将来某个时候举行伦敦大会澄清差异，并“给我们的宣传带来力桩和

统一 ”[112] 。晚到 1846 年 12 月，恩格斯才向马克思建议（在一封信中，这

封信是他们“精神傲慢＂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也许必须让联系伦敦

的通讯员悄悄地退下来，以尽员与哈尼达到某种一致。(Ill] 但是，特别是由

于马克思的各个欧洲通讯委员会根本上还没有真正开始工作，所以很显然，

伦敦的德国共产主义者，就其成员和组织而言，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最

有希望进入到工人阶级政治中去。

ll 月，正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正式移到了伦敦，在此之前它一直在巴

黎。在长贝和魏特林的共产主义遭到拒绝以后，同盟需要更为坚实的理论

基础，所以办公地点的搬迁还意味着组织革新的尝试 1847 年 1 月 20 日，

伦敦通讯委员会决定派莫尔（他的观点显然更接近马克思．而不是沙佩尔

的观点）去布鲁塞尔请求马克思的帮助，并邀请他参加同盟。马克思后来

写道：“我们对这种建议有种种顾虑，但都被莫尔打消了，因为他通知说，

中央委员会准各在伦敦召开同盟代表大会，大会上，我们所坚持的各种批

判的观点，将作为同盟的理论在正式的宣言中表现出来；他又说，可是为

了同保守派分子和反对派分子作斗争，我们必须亲自参加大会，这就涉及

到我们要加入同盟这样一个问题了。”[""马克思在加入之前提出的另一个

条件是＂摒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 几位其他的布鲁塞尔

共产主义者同时加入了同盟，恩格斯（莫尔在巴黎拜访了他）也加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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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中央委员会表示愿意改变观念，它给同盟成员发了通讯，在通讯中说

斋要一种对目标更为严格的规定，不要以纯粹怕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并

谴责 r阴谋革命的方式

大会打算（实际上伦敦巾央委员会曾早在 1846 年 l I 月在极民主思想

下召开过） 1847 年 6 月 2 日至 9 目在伦敦召开。马克思以缺钱为借口没有

参加，因此沃尔弗作为布旮寒尔共产主义者的代表参加『大会。恩格斯代

表巴黎成员也参加了大会，大会决定改组同盟的民主基础，把同盟的名称

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强调阴谋的方法是不合适的．并发行杂志。第

一期也是最后一明杂志．主要是由沙佩尔写的．名字是《共产主义报》

(Kommun is tische Ze itun g), 9 月刊行。在新的章程中｀原来的口号”一切人

皆兄弟”为“全世界儿产者团结起来”所代替匕（据说马克思宣布，有很

多人，他绝不希望是他们的兄弟，）盓程整体上仍然代表着马克思观点与伦

敦共产主义者观点的折中；他们的第一篇文章丐道：“同盟的目标是通过宣

传财产公有理论以及尽快地实现它，废除人类的奴役”116 r 当时提议了同

盟的三层结构：公社；圆形委员会(the Circle Committee) （包括主席和相

应的公社出纳）；中央委员会，包括每年的大会、每年选举的、可以随时撤

销一切职员。《信仰的自自》由恩格斯起草，转发各支部，讨论接下来 11

月份的第二届大会心

6 月大会的成功激发了马克思在 8 月初就正式把布仓塞尔通讯委员会

变成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个支部，他担任主席。正是同盟（一个秘密的

组织）广泛的实践使公开的“工人协会“得以建立 8 月底，德意志工人

协会在布鲁塞尔成立了，卡尔·瓦劳（－位印刷工人）任主席，莫泽斯·

赫斯任副主席 开始时有 37 位成员，而后迅速增加八'“除了很多社会活动

之外，协会还举办每星期三讲座（有时是马克思来讲）和每星期天威廉·

沃尔弗举办的每周政治评论～马克思很高兴这种“克全是议会式的讨论”,

此外，公众活动也令他“非常振奋＂［lI` 。

与此同时，马克思竭力使报纸成为他随时可以发表观点的阵地 《德意

志一布鲁塞尔报》从 1847 年开始在阿达尔贝特·沔·伯恩施太德（他以前

曾在巴黎编辑过《前进报》）的负贞下，每周发行两次。伯恩施太德 19 世

纪 30 年代至 40 年代初，曾为普鲁士和奥地利做过司谍｀布鲁塞尔的很多

人怀疑他还在继续从事间谍活动。无论如何、该报采取了门益激进的和反

普仓上的基调 1847 年 4 月，威廉·沃尔弗开始为该报撰稿； 9 月，马克

思开始经常性地写仵，此时他已与伯恩施太德达成协议，该报将接受他和

恩格斯写的一切稿件七他向海尔维格激烈沁责j，德国人对该报工作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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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德国人“总是可以拿出一下条现成的格言、米证阴他们为什么要白白

地放过这种机会。任何－个有所作为的机会，都只足使他们感到进退两
难”119 n 

马克思为《德意，志—布鲁塞尔报》＇／j了两篇重婓的文汇－篇足为回

答《莱茵观察家》上未署名的义节而写的，该义的作者海尔奻·瓦盖纳

（后来成为俾斯麦的密切合作者），该文竭力给人这样－种观念，即忤鲁上

政府是支持“社会主义”，甚至“共产t义”举措的，作者引凶了最近把

主要的税收重担由粮食移到收入 k 去的捉议 C 马克思驳斥了这种认为共产

主义者可以从政府获得支持来反对资产阶级的思想具针对瓦盖纳诉诸基督

教的社会原则，马克思宣称这些原则只不过是一

……对一切巳使人受窖的弊端的补偿搬到天上，从而为这些弊端的

继续在地上存在进行辩护。

基督教的社会原则颂扬怯懦、自阜、自甘屈辱、顺从驯服，总之，颂

扬愚民的各种特点，但对不希望把自己当愚民看待的无产阶级说来，勇

敢、自尊、自豪感和独立感比面包还要重要。

基督教的社会原则带有狡猾和假仁假义的烙印，而无产阶级却是革

命的。（叩

在德国，无产阶级必须与资产阶级联合，因为“除非资产阶级和人民

共同努力，否则便不能推翻贵族”121 。瓦盖纳下而这种观点完全错了，即

认为无产阶级如果与现实中他最危险的敌人国飞政府联合起来是明智的。

“真正的人民即无产者、小农和城市贫民，正像霍布斯所说的，足puer ro

bus tus, sed malitiosus, 一个结实而调皮的孩子；他不会让国王（无论是炟

瘦的还是肥胖的）牵祚臼己的鼻子走。这种人民首先要向陛下要求有普选

权的宪法，要求结社自由、出版自由和其他令人不快的东西 ”1122

另一篇是马克思反对海因茨的论战文章．海因茨后来评论说马克思是

为了砸碎一块窗子玻璃而调过来大玑炮兵的那类入。海因茨曾在 1842 年为

《莱茵报》撰稿， 1845 年在马克思的团体中度过f佷多时间。但他一移居

到瑞士，就不仅押击共产主义而且评，h“真正的“社会主义，在那里逐渐

与卢格友好起来～海因茨是一位彻底的共和主义者，他认为咒七政体是一

168 



第三部分 布鲁塞尔

切仕会罪恶的基础，因此共和政体的宣言将会结束它。在对海因茨的回答

中，马克思认为“政治关系......也是社会的．．．．．．关系 ”123 I •并分析了君主

政体作为旧封建阶级和新生资产阶级之间的过渡机制所起的作用。但是，

资产阶级正变得越来越具有力憤，并成为无产阶级的对立面。庄严的“人

性”观念、正如海因茨所希望的，不会使阶级泭失。尤产阶级的任务是

“哪里的政权落到资产阶级手里、哪里的无产者就必须将它推翻。无产者本

身必须成为权力，而且首先是革命的权力”[ 12•] 。

1847 年 9 月 16 门至 18 日，专业经济学者大会（实际上是一个支持自

由贸易的强制性集团）什布鲁塞尔召开r 马克思应邀参加。格奥尔格·维

尔特提出了反对的意见：由千没有提及工人的悲惨遭遇，那么他们为自由

贸易炮制的所有颂词都是谎言L 马克思打贷发表演讲支持维尔特，但是为

了阻止他的介入，一出发言者都被宣布取消了。马克思立刻把他的发言给

了比利时和国外的几家报纸，但只有一家布鲁塞尔小报《民主工作室》

(A telier Democratique) 打算刊登。马克思在分析了自山贸易对工人阶级造成

的悲惨结果之后、说虽然如此，他仍然对它持支持态度，因为"......在实

行自由贸易以后，政治经济学的全部规律及其最惊人的矛盾将在更大的范

围内，在更广的区域里，在全世界的土地上发生作用；因为所有这些矛盾

一旦拧在一起，互相冲突起来｀就会引起一场斗争．而这场斗争的结局则

将是无产阶级的解放”12” 。

9 月 29 日，为在布仵塞尔将要成立的国际民主协会（效仿伦敦兄弟民

主党）举行成立典礼会餐＿， （当时很多政治性集会在会餐的掩饰下进行，

因为这样警察吏难以发现））伯恩施太德发起并安排f这次会餐。马克思由

千家事巳暂到马斯特里赫特看望他的妻弟去了。虽然恩格斯把举行会餐看

作反共产主义的行动．但他还是设法当选为副主席之一，并成为创建该协

会的委员会中的一名成员。恩格斯迅速把自己的代表职位让给了马克思，

然后就离开去巴黎了，在那里他又重新开始了与法国社会主义者和公众领

袖的接触。马克思及时被选为协会的副主席。协会举行多次会议，在比利

时成立了许多支部，发表了有关诸如以在瑞士自由面临的威胁以及波兰革

命周年纪念为主题的文章.:, I 126 

但是马克思还有另外一件更为紧迫的事情要做： 10 月底，他收到了伦

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寄来的一封信，告诉他大会要推迟到 11 月

底，并力劝他亲自参加 11 月 27 日．马克思跟维尔特和维多克．特德斯科

一起离开了布鲁塞尔； 28 f]马克思在奥斯坦德见广恩格斯； 29 日马克思恩

格斯与特德斯科一起会见『坎勒尔 (Channel)., 马克思表面上是作为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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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的代表参加兄弟民主党庆祝 1830 年波兰起义大会的。在到达伦敦之后

的晚上，马克思及时对兄弟民卞党发表f“充满活力的 "I 121] 演说｀足在皮

卡地利附近的大风磨街 20 号德国工人教肖协会总部。'l28' 他对他们说：“旧

社会的死亡对于在那个社会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丧失的入们来说并不是一

种损失，而一切现代国家里的极大多数的人所处的状况正是这样。而且，

他们必须通过旧社会的灭亡才能获得一切；旧社会的灭亡将使一个不再以

阶级对立为基础的新补会建立起米”t 129 I 马克思结束时提议把布彴塞尔作

为来年会议的地点、但这个提议被偶然的变故打断

第二天，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二次会议在老地方开始了。按照恩格斯

的说法，马克思”在长时间的辩论中....伽·捍卫了新理论。所有的分歧和怀

疑终丁都消除了．一致通过了新原则”“°。辩论持续了整整 10 天，期间起

草了新的章程，下面的书情变得沽晰了：共产主义者同盟（虽然基本上还

必须秘密地运作）将有一个从根本上讲来产生于每年举行的大会的民主机

构，并有公开宣传学说的基本目标 童程搁翌了他们 6 月份采用的“财产

公有“这样的带有乌托邦色彩的观念；宣布同盟的门的是“推翻资产阶级

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

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1J 1 I 。在大会的结束，马克思恩格斯

接受了写一份宜言的任务．公开宣布同盟的思想。这些讨论的记录没有留

下来｀但弗里德电克·列斯纳很久以后生动地描写了当时对马克思的深刻

印象：

马克思当时还是一个年轻人， 28 岁左右，但他给我们所有的人都留

下了强烈的印象。他中等身材，肩膀宽阔，体格强健，动作充满活力；额

头高高隆起，棱角分明；头发乌黑浓密；目光敏锐。嘴巴巳形成了令他

的对手极为窖怕的嘲讽线条。马克思是一位天生的人民领袖。他演说简
明，逻辑严密，令人信展；从来不说废话，每一句话都包含着思想，每一

个观念都是他论证的链条中极为重要的一环。马克思绝不会对自己抱有

任何幻想。当我越来越认识到魏特林时代的共产主义与《共产主义宣言）

的共产主义之问的不同，也就越清楚地认识到马克思代表着社会主义思

想的成年。(132]

马克思回到布鲁塞尔、几乎没有时间写《共产主义宣言》。紧接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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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给德国工人教育协会作关千工资的系列讲座。lI``1在这里，马克思主要

思考超越资本是由原料、生产丁具等简单构成的这一想法，认为这些因素

只有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才构成（资本n

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

级社会的生产关系。构成资本的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难道不是

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不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生产出来和积累起来的

吗？难道这一切不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内被用来

进行新生产的吗？井且，难道不正是这种一定的社会性质把那些用来进

行新生产的产品变为资本的吗？卫41

资本存在的必要前提是“除劳动能力以外－无所有的阶级的存

在“115 。资本与府佣劳动在功能上是互补的、在利益上是完全对立的。虽

然工作条件可能会暂时得到改善，但这只不过意味打工人阶级“它本身在

铸造金锁链．让资产阶级用来牵若它走罢「“` 161 C 接行马克思详细陈述了

（在以后的著作中得以修改）随着生产力和机械化的提高，工资将下降的

观点。 2 月，马克思开始详细整理这些讲稿．打算发表．但是由于他被逐

出比利时而中断了。

马克思在民主协会中也很活跃，他一返回布鲁塞尔，便收到了兄弟民

主党寄回来的信，信中说：“尊敬的代表、朋友和弟兄马克思，我们要告

诉您，我们将满怀热情地欢迎您的到来．并聆听您的演讲 因你作为代

表出席，所有的眼睛都散发着臣一悦的光廿，所有的声音都高喊着欢迎．

所有的手臂都友爱地伸向你......我们怀着最真诚的喜悦之情接受你与我

们的联合””“。马克思帮助创建了根特这个地方的一个新支部，在新年

庆祝会上引人注目，在那里燕妮由于她的社交能力获得了称赞 燕妮·

马克思断然拒绝被介绍给恩格斯的情妇一~玑丽．自恩上（恩格斯鲁莽

地带她一起来了），这只足很多次中的一次 斯蒂凡·波尔恩回忆道：

”出千荣誉和道德的纯洁．高员的女性是不妥协的＂ ·1” 。他还把巴枯宁

和德斯特尔引进了民主协会？然而，巴枯宁和同盟甚至和这个工人协会

没有任何联系，在他看来．马克思是“通过使T人丧失连贯的思考伤害

他们＂，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闭体中 “|'I 们呼吸是不可能的":IJ9] 。无论

如何，马克思 1 月 9 H 还是设法在他关 F 自由贸易的项说中使民主协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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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了他的想法（这与他在 9 月份的经济宁大会上要发表的演说内容是一致

的，如果节时允许他发汀的话） 他是这样概括自己的论点：“当前的保护

体制是保守的．自山贸易的体制足具打破坏性的：它瓦解f旧的民族国家，

并把资产阶级和儿产阶级的敌对拍向f顶点。一句话．贸易自由体制加速

f社会革命 ”14ll

与此同时，马允思－自在＇勹作《共产主义宣言》。伦敦共产主义者给

他捉供f－合资料，具中至少包括＝今份各自独立的《共产主义宣言》暂定

稿。恩格斯起草f一份单稿．具中吸收 r 1847 年 6 月第一次同盟大会的观

点，这份草稿在夏末和秋天的多次小组会议上讨论过。f 1“ 莫泽斯·赫斯另

提了一份稿子，恩格斯讥讽地说是“神性的改善“[ 14气赫斯的草稿没有保

存下来，只有两篇针对时代叩l 而写的《信条》保存下来了，文章表明了

不论在思想上（在这一点上，赫斯坚信证明方针的合理性要诉诸永恒的法

则）还是在策略上（在这一点 l二，赫斯认为接下来的革命应该是无产阶级

的革命）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差异，，恩格斯代表同盟的巴黎支部，起草了第

芒稿。关－F 第三稿．他在起身去伦敦前给马克思勹了信：

请你把《信条》考虑一下。我想，我们最好是抛弃那种教义问咎形
式，把这个东西叫做《共产主义宣言》。因为其中必须或多或少地娠述历

史，所以现有的形式是完全不合适的。我将把我在这里草拟的东酉带去，

这是用简单的叙述体写的．但是校订得非常粗糙，十分仓促。”“l

这份草稿的题目是《共产 F义原埋》、由 25 个问答组成，马克思极为

广泛地吸收了其中的思想。但是．公正地讲来，恩格斯和马克思之间有一

个明显的不同，即恩格斯根源千启蒙运动和根源于他在工业化英国的经历

而来的乐观的、决定论的方法和宙克思根据法国工人阶级的经验而来的更

多地对政治的强调。[ 141 ，忍格斯后来说它“基本上．．．…是他O的著作“[ 146)' 

并说“.....基本思想亢令足屈丁咱克思一个人的"[147'; 虽然《共产主义宣

言》的封面上出现f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并且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两个人共

同的作品，而实际上它的马作完全足马克思一个人完成的 C

《共产主义官言》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叙述 r 中世纪以来阶级社

(i) 即 L占克思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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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历史．未尾预言了尤产阶级对当前统治阶级——资产阶级的胜利 第

二部分描述了八产党在儿产阶级中的地位，反驳 r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

批评，接着叙述了共产主义革命的特点、尤产阶级取得胜利要采取的措施

以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性质C.第三部分广泛地批判「其他几种类型的社

会主义一－－保守的、资产阶级的和空想的勹最后音部分简短叙述了共产党

对其他对立党派采取的策略，结尾呼吁无产者团结起来

文程的开始部分典型地表现了马克思的朸史方法：

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敏斗争的历史。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地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简短

些说，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抗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

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不是整个社会受到革

命改造，就是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l

接若他用一段话总结了《德意，占意识形态》的第一部分的结论：“现

今的这个时代“打一个特点．就是它使阶级矛盾简单化了，社会分裂为两

大阵忤：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从引建社会中产生，借助于美洲

的发现、世界市场和现代工业的发展，到处强制推行其阶级及观念的统治。

马克思用一个比起其他国家、更适合当代法国的一个广为人知的短语，把
现代国家描写为：“管理整个资产者阶级共同书务的委员会”『149` 。资产阶

级在历史上曾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它创造了同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

哥德式教堂根本不同的艺术奇迹；它举行了同民族大迁移和十字军东征完

全异趣的远征”[ 150] 然而这个进步必须要继续：如果资产阶级不使生产工具

发生经常变革，就不能生存下去？正像资产阶级导致了封建社会的稷灭一

样，现在它“像一个脱术 K那杆不能再对付他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脰鬼

了 “(151, 因此正走向自身的股火。因为资产阶级不但锻造了置自身千死地

的武器｀同时它还造就 r将运用这武器的人一无产者

接下来马克思论述（九产阶级的革命性。工人已变成机器的简单附屈

品。现在机器的使用和劳动分工加剧到这样－个程度，即尽管工人的劳动

时间在延长，而他们的［资却越来越少e 中下层阶级被迫降落到无产阶级

的队伍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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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层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

民一一一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有的是因为他们

的小资本不够经营大工业，经不起大资本家竟争；有的是因为他们的专

门技艺巳经被新的生产方法弄得一钱不值了。无产阶级的队伍就是这样

从居民中间的各个阶级补充起来的。 1s2 J 

无产阶级本身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起初他们的基本目标曾是使劳动

者回复到中世纪后就丧失了的地位；随若无产阶级人数的增加，他们开始

组成工会；最后阶级斗争变成了政治斗争。随着斗争接近决战时刻，统治

阶级内部出现了分化，小部分人（尤其是资产阶级思想家中的小部分人）

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社会上没有其他阶级能够承担起无产阶级的革命

角色：中下层阶级实际上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后退；“流

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腐化的消极产物”m］，甘心被反动阶级收买。

马克思这样总结了这部分：

资产阶级所无意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的进步，却使工人们因成

立团体而达到的革命团结，代替了他们因相互竟争而引起的分散状态。

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借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

也就从它的脚底下抽掉了 a 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

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154]

显然，马克思在这里刻画了当时他所能预见的未来发展趋势。德国当

时的无产阶级事实上不到人口的 5%. 其至英国资产阶级的控制力也还远

没有达到“忤遍＂的程度，）

在第二部分，马克思提出（共产党和整个无产阶级的关系问题。共产

党并不反对其他工人阶级政党；他们的利益是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有两

点使共产党明显区别于其他了人阶级政党：共产党足国际性的；共产党理

解无产阶级运动的重大作用 C 共产主义思想不是被发叭或者被发现的：它

不过是当前进行着的阶级斗争的真实关系的表述，可以把它概括为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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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灭私有制L

接若马克思论述了反对意见。

第一种贲难说，共产党意欲泊火”人们亲自获得的、用自己的劳动获

得的财产”15气 Io

马克思回答说．资本的力队正在消灭打小子工业者和小衣的财产；无

产阶级并不拥有任何财产；资本是共同的东西．是社会一切成员联合工作

的产物．因此理应成为共同的财产。私有财产是资产阶级的财产，因此所

有反对消灭它的观点都是资产阶级的观点

同杆．在回答第牙术种贞难时．i1.,克思认为、消灭家庭意味行消灭资产阶

级的家庭－~它的补充物足无产者家庭生活的实际缺乏和公娼制。

在回答第三种森难时，马克思认为所诮 “Community Women" (妇女共

有制） D．其要古就足婓消除妇女仅仅被当作生产「丿具来行待这样一种地

位，当前的制度不过是公开的和私有的娼制。

据说共产党还希塑消灭祖国和民族。但是工人没钉祖国。现代工业在

消灭着民族之间的差异．随若阶级对立的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也将消失。

在马克思看来．流行的有影响的对共产主义的种种责难都不值得认真

探讨。在这一部分，马克思用最少的笔思漫画式地描述了思想在社会中的

作用，他问道：

人们的观念、观点、概念，简短些说，人们的意识，是随着人们的生

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和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的，-这一

点难道需要有什么特别的深奥思想才能了解吗？

思想的历史｀岂不是证明．精神生产是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

的吗？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156) 

驳斥完这些贞难之后，马克思概述了尤产阶级一且成为统治阶级将采

('f' "Commun it,· of\、omPIl ··.i惠文为" \`1•ihNgnn1息'"、rh.Ih” ． 其中 “\\-e1lier" 对应的英文是

"women", "女人＂ （复数） ；“r.emein,chofl" 对 6t．的英义足 ”rommnnity", "共有““共同体”。

"commun ity of`『om1cn" 这里的怠思是“妇女共钉＂．与《立言》中另 表达 ”a system of wives 

in common" (公妻制）有所不同， "a sy,t.. m of "i w, in common" ，德文为 “Gemeinschllfl der 

Ehe fraurn", "Gemeinschafl"对应的关文是 “a 文）slem.. in c·ommon", "共有““共同 ”;“der

Ehrfrauen" 对应的关文足 “of WI\P、",“妻子”（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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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的措施：

, 一元一
中在国家手里，即集中在巳组织成为统治阶

可能更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

接下来的一部分基本上是受恩格斯草稿启发而写成的，其中制定的计

划包括地产的剥夺、继承权的废除、税收的强征、信贷的集中、国营工厂

和义务教育八马克思总结道：

在发展进程中，当阶级的差别巳经消灭和全部生产集中在由各个成员

组成的一个团体手里的时候，公众的权力就失去自己的敌治性质。原来意

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

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团结成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

革命使自已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运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

系，那末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就消灭阶级对立存在的条件，就

根本消灭一切阶级，从而也就一井消灭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代替那存在着各种阶级以及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

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叩

《共产主义宣言》的第三部分包含着对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和空想的

三种社会主义的批判。第一种社会主义是贵族倡导的封建社会主义，他们

是要向巳取代他们成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复仇。与封建的社会主义同行

的是基督教社会主义，马克思抛弃（它，认为它只不过是＂僧侣用来涤除

贵族肝火的一种圣水罢了 ”“9 I 。第二种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上义，它的主

要代表是法国经济学家西斯蒙第。这个学派很好地分析了现代生产方式的

内在矛后；但是就其积极内容来说，它却是反动的，它希望重建行会式的

工业组织和宗法式的农业。第三种，马克思标志为反动的社会主义者，即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有一些德国哲学家（主要是费尔巴哈的追随者），

他们通过把法国社会主义变为形而上学的体系而阉割了它，这在像德国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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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经济滞后的国家是不可避免的、在那廿七思想不反映·个阶级和另一个

阶级的斗争。因此这些哲学家以为自己“不足坚持真实的要求，而是坚持

对下真理的要求，不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 I们是代表入't'I 的利益，即一

般人的利益，这种人是人屈于任何阶级，并IL根本不存在」－现实界，而只
存在于哲学冥想的渺茫太宁 ”[IhII

《共产主义宣言》第二小部分对补会卜义和共产卜义（某中阐述资产

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评论很短。浦彴东足达种，思想的卞要代表，马克思花

费和当的粘力研究了他的学说L，在这里，马克思只足考察了“社会主义的

＃氐罕罕~~,..今一至

仅存的《共产主义宣言》的一页、最上面两行是燕妮·马克思的笔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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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者要保全现代社会的生存条件，但又不要有这些条件必然产生的斗

争和危险。他们要保全现代社会，但是不要有那些使这个社会发生革命

和陷千解体的因素，他们只愿有资产阶级而不荌无产阶级”[ 1611 。所以这

些社会主义者所倡导的改革丝亳没有改变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

但是事实上他们至少缩减了资产阶级的统治费用．简化了资产阶级政府

的管理事务。

论述的最后一个学派是＂批判的空想的＂派别，其代表人物是圣西

门、傅立叶、欧文这样的人 它起源于早期萌芽时期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

级之间的斗争。这些入已经认识到了阶级对立；但足在那个时代，无产阶

级还没有充分发展为变革社会的可靠力队 因此，他们希望通过和平的方

式和小规校的实验达到他们的口标、他们反对政冶性的，尤其是反对革命

性的行动C 他们空想的社会改良计划是什无产阶级还处千很不发展状态，

“从无产阶级希望社会总改造的最初的充满预感的激动中产生的"{ 162 I 。但

是，这些乌托邦的作品同时包含批判的成分：山于它们攻击现存社会的一

切原则，从而充满了对工人阶级具启发意义的真知灼见。然而作为现代阶

级斗争凝聚力显的方式，这些乌托邦式的解决方案失去了一切实践的价值

或理论合理性。这样“虽然这些体系的创始人在许多方面也曾经是革命的，

但是他们的信徒却就总是组成一些反动的宗派”'”。

《共产主义宣言》的第四部分，也就是总结部分，论述了共产主义者

对其他各种反对党的态度：在法国，他们支持社会民主党入；在瑞上，他

们支持激进分子；在波兰，他们支持农民革命者；在德国，他们支持资产

阶级。但是，在德国，他们从来没有停止向工人阶级宣传要尽可能地清楚

认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内在的对立 共产主义者把注意力主要地转

向德国，他们认为那里正处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共产主义宣言》结

尾写道：

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鄙的事情。他们公开宣布：

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那些统

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颤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自

己颈上的锁链。而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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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然，行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共产主义宣言》包含的几乎所有的思

想在以前、尤其是在法国社会主义者中都有过清晰阐述，它坚定地继承了

法国社会上义者传统。 I 165) 巴贝夫关千革命的思想、圣西门的历史时期的划

分和对工业的重视、孔西得朗的《宣言》 (Manifeste), 所有的这些都给马

克思多方面的思想启发 他本入第一个承认他开始使用的阶级的概念，很

久以前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已经使用了。1166] 但有力的、全面的分析和一

贯的唯物－E义方法却究全是崭新的。

《共产主义宣言》是音·部宣传性文稿气在革命的前夜迅速传播。马克

思恩格斯 1872 年认为＂＇宣言＇中所发挥的舟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

在还是完全正确的＂ c 167]' 虽然他们亳无疑间已经彻底修改了其中一些思

想一尤其是（依据巴黎公社）有关无产阶级对国家政权的掌控和有关贫

困与阶级分化阐述相当简单的那些思想。就以后所有使它成为一部名著的

清晰性和力度而言，《共产主义宣言》实际上是被忽略了口《共产主义宣

言》还没有出版， 1848 年的革命就巳经开始了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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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家德国报纸一无论在以前或以后一像《新莱茵报》这样有

威力和有影响，这样善于鼓舞无产阶级群众 而这一点首先归功于马克思。

——恩格斯





第四部分科 伦

- 从布鲁塞尔到巴黎

1848—1849 年席卷欧洲的革命运动， 1847 年 l l 月首先开始于瑞士，

当时奥地利不愿支持反动的地方政府反对激进分f·，这严重损害了它在意

大利的名声：不久以后，那不勒斯波旁王朝国王斐迪南被推翻，那不勒斯、

都灵以及佛罗伦萨都宣布成立共和政体。在法国，路易·菲利浦仍然洋洋

自得地认为巴黎人根本不会在冬天起义，但当他的军队向赤手空拳的示敃

者开火时，起义马上开始了；国王被流放，临时共和政府诞生了。

巴黎革命的消息 2 月 26 日传到了布鲁塞尔。开始，比利时政府极为谨

慎；国王甚至表不要退位e 而一且力炽集结起米，政府的政策就变得强硬

了 2 月 28 日爆发了一场溫和的游行，威廉·沃尔弗被逮捕，被驱逐的外

国人名单被列出，马克思的名字排在第一个。民主协会已经要求政府武装

工人，还给法国临时政府发了贺文。两个星期前、马克思已从母亲那里继

承了 6 000 法郎（这可能相当 F他前三年收入的总和），警察怀疑（按照燕

妮的说法，这种怀疑是正确的，虽然他们提供不出证据）马克思正用这些

钱资助革命运动 他们甚至要求特利尔当局质询马克思的母亲，她进行斗

争，说她当时寄钱的唯—理由是“她儿子由千他家庭的原因长时间以来一

直间她要钱｀这些钱是提前给他的继承费”[I 。马克思 3 月 3 日收到了一份

由国王签署的命令，让他 24 小时之内离开比利时 C 同一大，他收到了一封

米自巴黎的、就他要求撤销先前的驱逐令的回信．信中说：

法兰西共和国大地是一切朋友自由的避风港。施行暴政的国家驱逐

了您．自由的法兰西对您以及那些所有为这个神圣事业，为这个所有人

的兄弟般的事业奋斗的人们敞开了她的大门。法兰西政府的每一位官员

必须在这个意义上认识自己的使命。

致以兄弟般的敬礼 (Salut et Fra tern it e) 

临时政府成员斐迪南·弗洛孔 [2)

但是马克思没能安静地离开。这天晚 l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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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索瓦尼的一家旅馆中召开会议（马克思一个星期以前在这里收到了他的

继承遗产的收据），决定把中央委员会地址迁至巴黎，并给马克思自由处理

同盟一切卡务的权利。 3) 凌晨一点，过分焦急的当地笠官破门而入，逮捕了

马克思。一个星期后，在．封写给巴黎《改革报》的抗议信中，他描述f

当时的情形：

证为借口，逮捕了表。互不说
前充贵无缺崎身妇，哦手中

前才绮表的。

比利时民主恰会主羸奉垒舟，先生，
的时慷，夜 h心”“＇，，后者
＂潭，归”位1伽i姜子
f,屯－青癸氧“”“
柯．--.
．血·,》· • -

们＇陕蕃蘑阜＇肛祗簧讷妻子．退
蘑星。仿，次冒土午十一叶，一队

此次整个事件在布鲁塞尔引起了广泛抗议，抗议导致了对下议院的质

问和相关警官的被解雇。燕妮·马克思一获得释放，就卖掉了所能卖的一

切，她把她的银碟子和最好的衣服留下托付给了朋友保管。全家在警察的

陪同下迈向边境。因为比利时有大规模的军队行动，而法国的那部分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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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F铁路方而的麻烦车也一度中断，所以旅途很艰难。经过这一极为寒冷

的旅途，在第二天，马克思一家终于到达了巴黎。

这个城市中烧焦的废墟和最近设笠的路陷的碎片还明显地存在。到处

都是三色旗，还有红旗。马克思把家庭安顿在巴士底狱附近的一个地方，

即博马舍大道 (Boulevard Beaumarchais), 并敦促恩格斯（现在还留在布鲁

塞尔）合计一下他以前的债务，用它们把他的银器和其他一些物品带到瓦

朗谢讷。究边境线的地方来。巴黎的革命热情依然高涨，马克思在人权社

团 (1848 年初，巴黎 147 个政治性俱乐部中最大社团之一）的集会中发挥

了积极作用。这个俱乐部的发起人是赖德律－洛兰和弗洛孔｀马克思到达巴

黎的当天就加入了该俱乐部 后来他以发表了支待推迟选举国民议会的演

说而闻名，因此比较容易地成为国民军中工人新成员。16 然而，马克思的主

要活动实际上是在移居国外的德国人中间，他们中很多人都有着极高的革

命热情。马克思到达之前，德国民主协会已经决定（正像其他主要的国外

移居者团体一样），建立一个德意志军团 e 成员很快就达几千，整个 3 月份

都在三月广场进行训练 临时政府决不愿意看到如此多的潜在销事者行动，

于是在军团场地设置了障碍，给他们行军于边境线的人每人每天 50 生丁。

依照 1789 年以来的情况，军团领导人伯恩施太德（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

员）和海尔维格（诗人）认为在一场成功的革命之后，革命战争是不可避

免的；千是这次他们提议做解放力记的先锋者 9 马克思坚决反对这样的冒

险行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塞巴斯提安．载勒尔后来写道：

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坚决宣布他们反对用外来武力强制建立一

个德意志共和国。他们在圣丹尼大街举行了公众会议，后来有一些参加

者自愿参与到军团行动中来。在一次这样的公众会议上，马克思发表了

一篇长的演说，阐明了二月革命应该仅仅被看作欧洲运动的表面的开端。

以后不久，巴黎这里就会爆发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公开斗争，正

像 6 月份实际发生了的那样。革命的欧洲的胜利戒者失败都将取决于这场

为了使他们的反对更有力，马克思和他的朋友们组织了一次以共产主

@ 法国北部一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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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者同盟的四个巴黎入支部为基础的会议气并成立 r 德国工人俱乐部

（它的首任主席是亨利希·鲍威尔，继任是莫泽斯·赫斯），这个俱乐部到

3 月底为止巳有 400 名成员，大多数是裁缝和鞋匠。也有可能重建共产 K义

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伦敦的兄弟民主党已经往巴黎派了一个代表团，其中

包括哈尼和琼斯，带着给临时政府的致辞。沙佩尔和莫尔被派往伦敦德国

工人协会。在 3 月 10 日的会议上，马克思节选为卞席，沙佩尔当选为书

记，莫尔、鲍威尔、恩格斯、沃尔弗和瓦劳当选为委员会成员。马克思还

与赖德律－洛兰和弗洛孔两位临时政府成员有友好的联系C 弗洛孔要为开办

德国语言报纸提供资助，但马克思拒绝了－他希望保持自己的独立，：

3 月 l9 日，一个消息传到了巴黎，形势完全改变了：一个星期前，梅

特涅被逐出维也纳，奥地利国千被迫答应起义者的要求； 20 门，传来柏林

革命的消息。军团立即准备从巴黎出发一确切地说是 4 月 1 日：军团在

通过莱茵河后第一次与政府军遭遇时就几乎被歼灭了 C 马克思和他的追随

者也决定返回德国，但是声势已经小多了 他们也得益千临时政府的资助，

大多数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前往德国各个城铅（或者单独行动或者小组门

动），打算建立一个遍及全国的联系网 他们随身带的有两种宣传文件：一．

个是《共产主义宣言》｀首次印刷的 I 000 本已刚刚从伦敦运到德国；另一

个是宣传单，上面是马克思恩格斯在 3 月下旬详细阐述的《共产t义在德

国的要求》的十七条。马克思本人资助f《共产 E义在德国的要求》的出

版，《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是使《共产主义官言》适应千德国的一次努

力。《共产主义宣言》中的十条只有四条被包括进去了：国家银行，运输

国有化，高额累进税以及义务教育 继承权被限制而不是被剥夺，没有关

于土地（而只有关于封建主地产）国有化的提议） 9)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

求》是一个资产阶级（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行动计划；计划的制定在

于吸引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还有工人，极类似千激进共和党人提出的计划。

二科伦的政治

马克思用护照保护自己，而护照只一年有效；他在 4 月初离开巴黎，

旅行到美因兹。随他一起的还有他的家庭｀恩格斯和恩斯特·德朗克（一

位年轻的激进作家，他鼓近加入共产上义者同盟） 他们在芙因兹停 r 两

天，那里的工人教育协会不久前刚刚发出呼吁，号召全德国工联组织并团

结起来。马克思 4 月 l0 日到科伦，住在该城市的北部。．“大约 3 个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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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妮和孩子们也随着来了，之前他们一直住在特利尔等着｀直到马克思得

到了居住许可证阳。他们全都搬进了租来的房子里，这些房子坐落在这座

古老城市狭窄的街道上“J'几乎紧挨着未来的《新莱茵报》的办公室。

科伦有着显而易见的基础：它是拚仵上的第三大城镇，近 100 000 居

民，位于德国最发达的工业区；那里有马克思的很多故交，而且莱茵省的

法律比德国任何其他一座城市的都更自由，并因此而出名 那里还有一个

共产主义者同盟小组，它在 1847 年中期每周聚会两次，唱歌、讨论或者宣

传[ 121 _一一但马克思到达科伦时，沃尔弗报告说它“单调且涣散”[13] 它的

领导成员曾是安得列阿斯·哥特沙克（极有才华，父亲足一位犹太屠夫，

并曾是科伦贫民的医生），奥占斯特·维利希和弗里德里希·安内克（这

两人都是普鲁上前官员）心科伦还是经历工人群众运动的第一个城市。 3 月

3 日，柏林革命爆发之前的两个星期，几千名群众在重要的广场集结起来，

进入城市委员会会场，哥特沙克和维利希表达（群众的要求：普遍选举，

新闻和协会自由，人民自卫军以及国家对工作和教育负有的责任。军队被

调某进来，造成了一些伤亡，之后，哥特沙克、维利希和安内克被逮捕

了一—3 周之后柏林革命成功后被释放。马克思到达前的 4 天，哥特沙克

就已经创立了工人联合会（他把它看作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扩展）［141' 在几

个月之内就吸收了 8 000 名成员。目前事务是由 50 名当选的委员决定。哥

特沙克受到了科伦工人极大的欢迎，其中超过 1/4 是失业者。协会按照不

同职业分成了几个小组，说服市政当局制定一个民众工作纲要，并就工资

和工作时间与雇主进行了谈判 当然，重要的是不能忘记工厂的工入仍然

只是科伦工作入口中的一小部分：手工业者和商人的人数还很多。[I” 这样，

马克思在科伦就进入了这样的一种境况：工人阶级运动已经迅速发展，有

建议说如果他去柏林或许会更好，甚至还可以作为特利尔的议会候选入发

挥作用。「 161

马克思和哥特沙克之间的分歧是必然的。哥特沙克是莫泽斯·赫斯的

亲密朋友，他的观点是彻底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对宗教采取妥协态

度，拒绝阶级斗争的观念；他还赞成用联邦制来解决德国统一的问题。马

克思到了不久，便攻击哥特沙克组织的工入联合会 171' 这亳无疑间是因为

他认为这个协会活动太狭窄了｀只局限于经济要求。但马克思与哥特沙克

目前的争吵过于策略了：不论是否参加 5 月初普鲁土国民议会和法兰克福

的国民议会的选举。虽然哥特沙克目前提出的要求是温和的（他认为工人

应该以“带有宪章运动基础的君主制 ”l 1s 为基础进行下扰），但是他不愿意

参加以间接选举制度为基础的选举，这种制度在一些国家几乎到了完全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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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上人公民权利的地步；他还认为选举只有呏工入阶级运动获得更进一步

的发展时才会是成功的，他希望说服「＿人不要参加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而进行的斗争，因为在这个共和国中，肚利的果实不会屈于他们 马克思

强烈谴头了这种把工人与政治过程分开来的观点，他亲自帮助建立并主持

了科伦民上协会，在科伦，该协会成功推出弗兰茨·拉沃为法兰克福国民

议会的候选人3 当维利希代表海尔维格的军团幸存下来的流亡者呼吁民主

协会提供资助时，民主协会和哥特沙克的工人联合会之间发生了更进一步

的公开冲突。民主协会拒绝提供帮助，囚为害怕与军团有关系；但是哥特

沙克的协会答应解决款项，虽然哥特沙克本人与军团的目标并不一致

马克思与哥特沙克在一件小悄上的确是一致的．这就是越来越远离共

产主义者同盟了 在 5 月中科伦分部的会议J.哥特沙克坚定地作出决定，

退出同盟，认为它的章程需要巫新修改，虽然他答应如果需要的话，以后

会再度合作。勹气1然而，此时同盟实际上已经不存在f 波尔恩在柏林给马

克思写信逍：“同盟巳经解体了；它尤处不在，却并不存在。”I 20 这样似乎

是可能的：马克思 2 月份在布彴窟塞尔还用赋予他的权力宣布同盟正式解散，

尽管正义者同盟的前任领导们反对这－决定C 依照科伦小组成员彼得·勒

泽尔（他后来推翻了国王的证供）的说认是·”由于不可能达成一致，沙

佩尔和莫尔坚持维持同盟的存在、马克思运用了他自由决定的权利，解散

了同盟 马克思认为既然同盟的目标不足共同谋反而是宣传，那么同盟的

继续存在就只是表面的、意义不人；而且既然允许出版自由，结计也被赋

予了自己的权利，那么目前形势下的官传可能要公开进行，没有必要秘密

活动 ”l21 ，马克思本人后来说同盟的活动会“自动衰退，因为有实现它的

口标的更有效的途径“22 。两年之后，马克思在伦敦发现共产主义者同盟

”重新建起“(23从马克思给出的关千解散的理由看起来似是而非：这些理由

只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继续公开存在做了辩护。更为可能的是，马克思认

为共产上义者同盟的激进政策和“十七条要求“损害了《新莱茵报》寻求

的更溫和的路线。

三 《新莱茵报》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要粘力梊中于实践从德国革命爆发以来他的一个

想法：创建一份有影响力的激进报纸e 科伦共产主义者已经计划了一份报

纸，由赫斯担当编辑 但马克思恩格斯也制定了他们的计划。在巴黎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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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就已经开始笘躲报纸的订阅费；到达科伦后、用恩格斯的话说，足

“我们（忙女足山 l．．有力克思）在 24 小时内就把阵地夺 r 过来；报纸成了

我们的『；不过我们做f让步、把亨利希·毕尔格尔斯列入了编钥部“1241 0 

金钱足甘皮的困难：恩格斯前往伍珀塔尔收从日阅金，但没有成功 至千

父亲，恩格斯＇心迫：“他宁您叫我们吃 I 000 颗子弹．也不会送给我们 l 000 

塔勒＇［还已他们计划为集 30 000 塔勒．曲蚁后只涛集到 13 000 塔勒 马克

思不得不从自己的口袋中捐出『相吁数目的钱。这种钱财共股的方式遣到

了上人联合会报纸的尖锐批评．哥特沙克任这份报纸的编辑。该报报道：

据说，为克思的报纸已经处丁“金钱独裁”之中；其印刷者克劳特已经降

低f工资，并竭力强制性地与 l、·}人达成不艺 I．．的协议 克劳特回应说他只

是拒绝增加 r一资．并说编辑委员会并不拧制印刷［人。编辑委员会除了毕

尔格尔斯（他佷快被迫退出f)以外全部足山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组成

的。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咭克思在“一人独裁＂．而这“对我们来说是理

所叫然和九容罚疑的．所以我们大家都乐卜接受它 首先足有赖于马克思

的洞察力和咯定汒场号这家 H 报成f革命句代德国最著名的报纸”:261 。唯

一的批评足丐克思丁作进度太慢J飞波尔恩行迅：“马克思根本就不是一个

新间T一作者｀而且永远不是。具他人可能两个小时就完成的一篇补论，他

要写一整人．好像在思考解决深刻的忻平问题－他修改、润色、再修改、

永远不能按时做好。" [ Z7 

《新莱凶报》一开始就被认为足一份儿乎不含任何地方性内容的国家

报纸；恩格斯在初期写了大部分 E婓文节、紧跟法国和英国形势进展；而

马克思则渠巾J1国内政治 该报总的特点是官有实践性和讽刺性，而不足

理论性的；其中有一个由格奥尔格·绯尔特负贞的引入注目的专栏。

马克思怀祚使他在巴黎所经J力的某种革命再生的希望到了德国，但是

他很快认识到这是不可能的。德国的“革命”只是局部的革命：只有在柏

林和维也纳才有严肃的暴力行动；整个德国只有一个王子失去了他的王位，

更谈不上要他的脑袋。 1848 年改变专制制度才是可行的：这些制度直到第

一次世界大战后才宪全消失，因为独裁政府竭力保持对军队和行政比法兰

两和关囚更强有力的控制（这足囚为它控制若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在当

时盂要保护） 1848 年革命之所以有这种必然缺陷有两个主要原因：

第－、肾彴上，即德国的要｀ill.仍然与东欧和俄国、而不是与西欧有

若史为相似的社会结构”L:“拥1]上地的员族统治者一容克们仍然有若决

定权力，而这种权力是建汀在从本上还未获解放的农奴的基础上。第二个

原因在J．对节局政府的反对性质：一且答内织织全德国性的集会（它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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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中才集结起来）．反对派就会准备选举、发讷愿书，并沉涸 F这些希

望。这种反对本身就存在着严重分歧，其中各种自由主义者、激进主义者

和社会主义者几乎没有统一的计划纲领。工人阶级的组织也不能产生影响

力：虽然这些组织丐时巳经合法，并在迅速发展，但它们依然还是 E要集

中于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环境。

而对这种形势，《新莱茵报》的纲领，正如恩格斯后来所说，主要包

括两点：“建立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国和对俄国进行一

场包括恢复波兰的战争”129 在牌鲁 l_~. 二月市件迫使弗里德里希－威廉建

立了一个以来自莱茵省的著名自由主义商人卢逍入·康普豪森为首的内阁

选举产生的新普旮士国民议会制定了宪法。这个国民议会远不是激进的：

它把王后的兄弟、普鲁士王子，从英国召回来（他是 3 月份逃到那里的）；

并一致认为其任务是在“与国王达成一致“前提下阐述宪法（这是那个时

代的灵丹妙药） 6 月中旬，柏林爆发的－次起义失败了；略微有些民主倾

向的汉塞曼代替们隶普豪森．汉塞曼在位到 9 月份 C 在《新莱茵报》开始

的几个月中，马克思写的几篇有关德国政治文章中的大部分是对康普豪森

内阁的摇摆不定以及本质上管理的无能展开的辛辣批评c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在革命之后．任何临时性的国家机构都需要专

政，并且需要强有力的专政。我们一开始就指责康晋豪森没有实行专政，

指责他没有马上粉碎和清除旧制度的残余”`°，，马克思感到必须批评普鲁

士国民议会的一个具体方面是：它们决定，农民可以购买他们的自由，但

价格却惊人地昂贵 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1789 年的法国资产阶级片刻也不抛开自己的同盟者一农民。资产

阶级知道：它的统治的基础就是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制度，就是创立自由

的占有土地的[ gnmdhesi加nrlen] 农民阶级。

1848 年的德国资产阶级毫无良心地出卖这些农民，出卖自己的天然

的同盟者，可是农民与它骨肉相联，没有农民，它就无力反对贵族匕「ll j
一－ -. -

在刊登于该报第一期的一篇关于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Frankfurt Assem

bly)的文章中，恩格斯押击了国民议会没有保护人民的权利和相应的宪法

主权。这立刻丧失了该报一半的股东已－个星期后，马克思对法兰克福左

派提出了如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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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不提出空想的要求、要 u priori［预先］宣布统一的、不可分

割的德意志共和国，但是我们要求所谓的激进民主党不要把斗争和革命

运动的出发点同它们的最终目的混淆起来。德国的统一以及德国的宪法

只能通过这样一种运动来实现，这种运动的决定因素将是国内的冲突或

对东方的战争。口

然而，该报基本上没有论及法、'--:克俋议会 (Frankfu rt Parl iament),该

议会正节地认为臼己和德国巾务的发展越来越不相千。虽然其中有许多卓

有才华的人，们选举方法导致船狭的中产阶级议会产生；由千被剥夺了行

政权威，它发现自己进行的讨论亳尤总义 丿L个月过去仁它还清楚地意

识到f想寻求－个包括奥地利在内的统一嗯口的＂大德国人”和只寻求普

旮上伽权的“小德国人”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c 随着［人还动 6 月份以降

的低迷，中产阶级越来越发现自己而对政府时显得孤立且脆弱

柏林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如此无力．《新莱茵报》在什么地方可以寻

求到帮助呢？恩格斯 l 分沽楚：

当我们着手在德国创办一种大型报纸的时候，这种情况就决定了我

们的旗帜。这个旗帜只能是民主派的旗帜，但这个民主派到处，在各个

具体场合，都强调了自己的特殊的无产阶级性质，这种性质是它还不能

一下子就写在自己旗帜上的今如果我们当时不愿意这样做，不愿意站在

巳经存在的、最先进的、实际上是无产阶级的那一端去参加运动井推动

运动前进，那我们就会只好在某一偏僻地方的小报上宣传共产主义，只

好创立一个小小的宗派而不是创立一个巨大的行动党了。但我们巳经不

适于做沙漠中的布道者：我们对空想主义者研究得太清楚了而我们制定

自己的纲领也不是为的这个。尸

《新莱茵报》的副标题足“民主派机关报＇，、它支持一个由一切民主力

吊纠成的“统一战线”。它的一个标志足马克思对科伦民主协会的支持，

尽忤其报纸谴责了巴黎无产阶级的六月起义。在制定出《共产主义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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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原则之后，马克思认为工人的主荌任务足支持资产阶级激进派，帮

助资产阶级革命实现自己的目标 《新莱茵报》没有倡导社会主义共和闱．

也没有倡导纯粹的工人共和国，具纲领是进行普遍的选举、直接的选举，

废除一切封建义务和税收，建寸一个国家银行制度，并认为国家对失业负

有责任。资产阶级（甚至国家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和阶级对立将仍然存

在，而且的确在扩大。纲领的实质是用对工人和农民的一些妥协取得资产

阶级的解放。这一立场意味着一定程度上离开了工人为自我改善而进行组

织的努力，没有顾及马克思对哥特沙克在科伦的政策的批评，也没布顾及

他缺乏对波尔恩在柏林成功地创建．个全嗯工人运动、各种互助资金以及

合作机构的热情）马克思断言，在这种背景下．“无产阶级没有权利把自己

孤立起来；无论看起来多么艰难．它必须拒绝能把自己与同盟者分裂开来

的任何事情”("。《新莱茵报》在这一政策上表现谨慎，不论马克思还是恩

格斯在 1848 年间都没有发表任何有关工人阶级诸如此类的利益或境况；但

有一个例外，尽管恩格斯在前面做了断言

这个例外是马克思在巴黎写的一篇关千“六月的日子”的热情洋溢的

文章。巴黎的工人发现境况比他们二月革命之前的还要糟糕，他们自发起

义，但经过 6 天激烈的巷战数千名工人被卡芬雅克将军的军队消灭，那些

幸存者被流放。马克思在文立的结尾丐迫：

有人问，难道我们对那些在人民的愤怒面前牺牲的人，对国民自卫

军，，对别动队．对共和国近卫军，对现役军人不流一滴眼泪，不叹一口

气，不发一言吗？

国家将关怀他们的孤儿寡妇，法令将颂扬他们，隆重的殡仪将送他

们的遗体入土，官方的报刊将宣布他们永垂不朽，欧洲的反动派将从东

方到西方到处赞扬他们。

但是平民则受尽饥俄的折磨，遭到报刊的污蔑，得不到医生的帮助，

被“正直的人＂叫做小偷、纵火者和流刑犯；他们的妻子儿女更是贫困

不堪，他们的那些幸免于难的优秀代表被放逐海外。给这些脸色严峻阴

沉的人戴上桂冠，是一种特权，是民主报刊的权利。 [35)

《新莱茵报》纲领的第二条阐述反对俄国的革命战争。136ll789 年后，

有了法国反对封建德国的模型，对马克思来说似乎唯有进攻俄国才能使革

200 



第四部分籵 伦

命继续进行 C 俄国是德国极危险的敌人；俄 Ir]作为神圣同盟的中坚，如果

不陂革命还动粉碎｀就会粉碎计；命运动。而」］，这样的战争也不可能完成

统一德国民 L力队的任务－反对俄因的战争附带的结果将是波兰的解放

（＇片时波兰为肛f: K 、俄国和奥地利所瓜分） C 仆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关千波

兰形式的争论中．恩格斯在报上发表f以前个曾有过的最长的系列文屯。

这些文话报追：“这 3 个强国对皎兰进行的瓜分的路线，乃是一根把它们互

相连结起来的钮条；共同的掠夺用团结的纽带把它们联系起来了……建立

民主的波兰足建立民主t恋困的首要条件。”“

普售士对外政策一直存在的一个币要间题是那个臭名昭著的什列斯维

希－伍尔施坦（两个公爵领地． －个支持晋行 1_ ｀ －个支持丹麦）的复杂

问题。丹女国 E. 主要为什列斯维希－代尔施坦的资产阶级所支持，他为使

他们充满斯堪的纳维亚粘神正做若艰苦努力．而员族们对熄国则更为同悄。

普彴士的军市丿J从当然具有巨大的优越性，然而英国和俄国在外交上支持

丹麦；普彴士 8 月底被迫签订弓尔莫停战协定。《新莱茵报》通过恩格斯的

撰文，清晰地阐述了这个问题。“斯堪的那纬亚主义的含义是：歌颂残酷、

粔暴和海盗式的占诺曼人的性格，即极端的 IA] 关自守状态，在这种闭关自

守的状态下，衣达丰富的思想和感怕的不是语言而是行动，即粗暴地对待

妇女、经常酗洒和疯狂好战[ Berserkernul] ，而又多愁善感。｀＇ 38

除了编辑报纸外．马克思还抽出时间栝跃在当地政治领域。 6 月中旬，

一个有若几乎一百个民主组织的代表们参加的大型会议在法兰克福举行；

会议敦促成立一个全国民主同盟组织．并在柏林创立了中央委员会，委员

包括克利盖、卢格和魏特林。没有开始行手创立这个全国性的组织的计划，

会议却产生f这样一个结果：莱茵省＝一个主要的科伦组织一一－工人联合会、

民主协会和工人业主联合会决定联手。法望克福国民议会中的工人联合会

代表以前是哥特沙克，他给人造就了“一个独裁者，有抒铁一样的活力和

断头台一样锋利的智慧：一个活生生的罗伯斯庇尔的形象”[,“。哥特沙克

想融合这三个团体，因为三个团体的存在使得他的工入联合会处于支配地

位；民七协会建议成立一个节理性的委从会。但串悄还没有决定，形势就

发生了巨大变化。 7 月 3 日，巾千受到挑动从力事件的指控，哥特沙克和安

内克被捕，他们将在狱中待 6 个月。莫尔成为工人联合会的主席、沙佩尔

是副主席。联合会立刻开始用比以前更多的时间讨论社会和政治问题，而

讨论实际经济仙求的时间比较少，因此仆 7 月和 8 月失去了很多活力。英

尔还担任了联合会报刊的编钥。

这三个民主组织的合作在节时是不存在问题的：莫尔和沙佩尔代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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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联合会．马克思和施奈德尔（一位律师）代表民主协会，年轻的律师海

尔曼·贝克尔代表工入业主联合会．组成科伦民主同盟委员会。委员会号

召组织了莱茵省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 8 月中旬在科伦举行。这次大会得

出的卞要结论是要扩大工厂工人和农民中的不稳定情绪，马克思以一位领

导者的形象参加了会议，心卡尔·叔尔茨，当时波恩的一位在校学生，不久

之后就移居美国，并成功地使自已成为著名的美国参议员和内政部长。他

多年后在回忆录中记述了马克思，当时马克思”引人注目”,”已经是先进

的社会主义派别的工人领袖＂，虽然当时整体上马克思的讽刺和极度不宽容

给他以深刻印象。闷01 《纽约每日论坛》（马克思后来为它撰写了大鼠稿件）

的编辑阿伯特·布里兹本对马克思的印象稍有不同， 1848 年秋天他见到了

马克思：

在那里我看到了卡尔·马克思，这位民众运动的领袖……他当时闻

名遐迩：大约三十岁，身材不高，体格健壮，脸庞匀称，一头浓密的黑

发。谈话极富活力，在自制冷静的外表之下是坚毅的灵魂进发出来的显

而易见的火一样的激情。l41)

在这期间，马克思还不得不反对魏特林（革命一爆发，他就从美国回

来，在柏林确立自己的地位）的再次扰乱，维护自己的学说。这次大会选

举马克思为科伦民主协会 6 名委员会成员之一．魏特林在会上发表了演说，

倾向于把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分开。在他看来，民主政治在当前只能导致

混乱，提议建立起一个“具有极为敏锐洞察力的人的专政”。[42] 马克思在两

周后的全体会议上对此回应道，只有社会和政治因素的相互作用才能取得

全面的胜利；政治问题的解决并不在于专政、而在千”由尽可能多的不同

方面组成的民主政府”｀通过思想的交流，他们必定会制定出更为合适的政

治纲领。[ 41 l 

虽然《新莱茵报》的发行员已达到约 5 000 份（这使它成为德国最大

的报纸之一），但是资金却难以筹到，因此它只得依靠订阅金。 7 月份困难

加剧了。印刷商拒绝进一步信贷，因此在找到新的印刷商之前，报纸停办

了一期。马克思不得不亲自两次出庭；警察逮捕了安内克，马克思写了一

篇抗议警察无礼的文章，在此之后，报纸办公地遭到了调查。更为糟糕的

是，科伦当局不答应马克思成为普彴上公民的要求。虽然民主协会强烈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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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马克思也给普鲁士内政部长马f一封私人信件，当局还是坚持这．决

定。这意味若他在科伦的处境很危险，囚为他随时都可能被当作“异邦

人”被逐出。

四分水岭

1848 年 8 月底｀马克思决定去柏林和维也纳与那里的民主派领袖见面、

并竭力为报纸筹集资金。他在柏林停留『两天．在那里见到了老朋友科本、

巴枯宁以及左派的一些领导人，如充满活力的德斯特尔瞥他在普鲁士国民

议会中是科伦代表。马克思在维也纳停留了近两个星期 e 在他到达的前几

天，那里曾发生f对工人的血腥镇凡； 10 月底．在－个短时间内整个城市

将处在民主派的控制之卜勹马克思参加f民卞派俱乐部一个会议．该会议

一致同意要求政府辞职、但却对应该足由皇帝还是由国会来组织政府展开

了辩论匕据报道，马克思暴躁地进行了干涉．说国王和议会在这里基本上

是空不相T的：“一切力肚中最伟大的力填陂忘记 T: 人民 我们必须依靠

人民，通过新闻、布告、公开尖会等－．切可能的方法影响他们。”“]马克思

还在工人联合会上发表了两次演说．一次足关 F欧洲 T＿人运动的发展，另

一次是重复了他在布鲁塞尔关于＂府佣劳动和资本”的演说 一同到粕

林，他就参加（曾代L士国民议会的会议，并从波兰仕团那里成功地获得

2 000塔勒的赔款，该社团对《新莱齿报》维护他们的市业有极深刻的印

象。马克思另外还通过其他渠道筹染到 r 2 ooo 塔勒资金。

马克思在柏林的时候、汉塞曼内阁（它极端反对普鲁士的机制）已经

垮台了；与丹麦达一有争议性的停战还造成f整个德国普遍的不安情绪。

马克思 9 月 11 [I匆忙回到科伦，经历了那怂风币般的．年巾最动荡的一个

月。科伦市民与士兵（他们大部分米自普彴士东部）的关系无论如何都是

紧张的； 9 月 13 日，在经过士兵特别粗暴的挑衅和掠夺之后，沃尔弗和毕

尔格尔斯在科伦主要的广场上召仄了一次公众会议 数千人围在由黑色、

红色、金色旗帜悛盖着的讲坛周围；散发f印有＂「七条要求＂的传单，

选举出了以 30 人为代表的市民安全委员会，．．代表没有为当局代表的那部

分居民”(45 ;委员会包括马克思和大部分《新莱茵报》成员；其中 5 入组

成执行委员会、山海尔曼·贝克尔领导、丐克思不在具中。会议的最后议

程是发表演说．山恩格斯向普仵十国民议会提议，敦促他们面对政府压力

要站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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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星期大，即 9 月 17 LI. 为f支持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反对普和

士政府对丁丹女的汀场，市民安全委员会在沃林根（在科伦的正外围）白

月民众大会。还仆－，点希汗上就足会议地点的选择将有助于把住在几个村

庄电的农民和 l.I 「人吸引到吊命运动中来，大约有 10 000 人去听支持仕

会民 l:共和旧的系列陆讲，其中亨利·布甩兹本（《纽约每日论坛报》的

编钥）和拉炉尔（他{I- -个许名的诉讼案件中对哈茨费尔特伯爵大人的支

持使他闻名全「同）代表札本尔多犬激进派发表了演说； l上于恩格斯的提议，

采取了这一行动：如果肾仵士和德囚其他地力政权发生冲突，参加者”将

为德国献出他们的生命和身体”“。祛竺克保国民议会（以前它甚至还没

有被考虑过）不倾向千同意普彴七与丹麦签订的马尔莫休战协定。这一 1肖

息还没有到，关 r·协定就激起f令国范围的反抗，尤其是民主派，他们认

为普仵上丢（德国的脸，曲且拒绝f 4切通向国家统一的渴望＾法兰克福

出现了障碍，两个保守派代表遇到杀害。fl伦的反抗力址依然强劲， 9 月

20 门群众性的聚会组织起来，通过民主协会和 L入联合会以及市民安全委

员会支持法兰克福的起义者 《新莱伪报》援助f他们及其家庭。

然而运动巳经经过 I．它的巅峰时期：法汪克福起义被镇压下去了，国

上任命普宫尔为首相，组建不能冉称仵自由主义的政府

莱茵地区民七派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已计划于 9 月 25 日举行 但这天早

层，当局采取了行动：贝克尔和沙佩尔遇到逮捕，只是由于抗议人群的结

某才使莫尔得以逃脱。节局还发出了恩格斯、德朗克、沃尔弗、毕尔格尔

斯的逮捕令，指责他们时刻在阴谋推翻现政权。因为马克思最近在公众共

会中不太活跃．所以没有受到起诉c 那大下午民主协会的会议（马克思参

加了）决定避免与！兵的九切正而对抗 两周后．马克思写道：

民主主义者……向工人宣称，他们无论如何不希望发生勺毓痕，“。．当

没有任何重大的问题推动全体人民起来斗争，因而任何起义棒必然遭到
失败的时候，举行这种起义是卤莽的，这特别是因为最近几天耸可畿发

生重大的事件，决不能恰恰在决定关头的前夕丧失娥斗力。［们］
，．一

人们设嚣了路陷、出然这些路陷没们发生暴力韦件就被拆除［ （因此

没有发生、引局原米想挑起的冲突）．但那人晚上还是颁布了戒严令。国民自

卫团被解散．所有政治性组织被取缔．《新莱茵报》（以及其他三个较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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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被查封巳

戒严令持续f －个屋期：柏林方而迫J二科伦城市委员会和普彴上国民

议会的压力， 10 月 3 H 下令解除戒严。《新莱茵报》受到厂重创：如果戒

严令继续下去的话书马克思原打算在籵寨尔多犬该报出Fil, 但即使这样、

也不可能在 10 月 13 门前做出一期米，恩格斯和德朗儿去（比利时，沃尔

弗去『法耳次，帤下来的编娟只剩卜．呫克思和绯尔特 诗人斐迪南·弗莱

电格拉特足刚进来的没个经验的新手 这杆，丐克思不得不做更多的上作；

燕妮的资金使该报得以复 1叭囚此报纸成f心克思木人的合法财产

当该报复 I|」的时候．上加曲是关 l．纣也纳的报追： 10 月 6 日，该巾巳

经沦陷，为民t派控制；皇帝被迫第勹次流亡．于月底在文迪施格雷茨亲

王率领的保望平队支持卜．币新即位；文迪施格古茨亲 E 早在 6 月份就给f

反革命力旧首次的打击，肾时他镇压了布拉格的捷克人版乱勹奥地利为普

位上树立了榜杆： 11 月 2 11. 勃兰登倦伯爵（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与一

位粘神焕发的保勺人士的私生（）取代广将宫尔首朴1; 11 月 9 日｀忤鲁上

国民议会迁移到朸'.L登堡的地方小城铅。起初，它拒绝迁移，而无法避免

地受到了从一个会堂到另－个会堂不体制的追血；后米终 F答应迁移，只

足呼吁人民个要纳税以／］、抗议

这些巾件明确地显示（德国革命前屈的针，果。J-J r还应新形势，《新莱

齿报》在内容和编辑策略 1-都有一个异汛业衬的韩变：史少地谈论纯政治

问题，更多地谈论上人阶级门接关心的问题；阶级斗争的观念随处可见，

整体论调变得更为激进．山于该报人员的股乏，马克思本人承担了该报更

多文章的撰写工作。他似乎已深信，至少一段时间内是这样，即武装起义

可能胜利。 11 月 1 日，该报在单独插页的社论版上刊登了一条呼吁，要求

为维也纳进行武装，招毋志愿者。 11 月 6 目．马克思亲自向工人联合会严

肃的会议宣布维也纳沦陷，并谴责了文迪施格宙茨“维也纳资产阶级的各

种背叛行为"48 ，，马克思在《反革命在维也纳的胜利》一文中进行了有力

的责难。该文刊登在《新莱茵报》的 11 月 7 号刊 l一｀结尾写道：

就算武儒能帮助反革命在全欧洲复活，金钱也会促使它在全欧洲死

亡。欧洲的破产，国家的破产，注定要把它的胜利化为乌有。刺刀尖瑾

上了尖锐的“经济”问题会变得像软绵绵的灯蕊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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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和十月的日子以后的无结果的屠杀．二月和三月以后的无止境

的残害，一一－仅仅这种反革命的残醋野蛮行为就足以使人民相信，只有

一个方法可以缩短、减少和限制旧社会的凶猛的垂死挣扎和新社会诞生

的流血痛苦，这个方法就是实行革命的恐怖凸卫9

柏林的国民自卫团似乎要拒绝交出他们的武器、支持国民议会，这时

马克思说道： ＂莱茵省的职责就是赶快用人员和武器支援柏林国民议
今., l 50 
云

11 月 18 口，民主派莱茵区域委员会宣布了由马克思、沙佩尔和施奈德

尔发出的三点纲领，刊登在《新莱茵报》上心这导致了后来对马克思的起

诉。纲领提议；反对强行征税；组织民团，“抗击敌人＂ （给贫民”供应的

武器和弹药．应由市镇出钱或靠募捐来购悝＂），在国民议会的决定遭到拒

绝时，成立市民安全委员会“科伦成立f“人民委员会”（马克思不是其

中的成员），但是国民议会的无丿j反抗拌除了对武器的求助，拒绝纳税是纲

领中唯一实现的条款．从 11 月 19 日起肖到 12 月中旬，《新莱茵报》在报

纸的上端写着“拒绝纳税”这一口号．片用大榻的篇幅报逍运动的进展悄

况J马克思早在 1 个月前就已经针对这场运动的历史和经济背景．通俗地

运用了他的唯物主义观念：

上帝创造了宇宙和天赋的国王｀把比较细小的事情交给了世人，

至连“武器”和陆军中尉的军服也是用人间的方法制造的。可是人间的

生产不同于天上的事情｀决不能无中生有 人间的生产需要原料、劳动

工具和工资，所有这些总起来说就是生产费用，这些生产费用国家靠捐

税来抵偿｀而税收的来源是国民的劳动。因此令从经济上说，一个国王

究竟能够给予人民什么｀这仍然是一个谜心首先人民应当制造武器、交

给国王，然后才有可能从国王那里取得武器 3 国王永远只能把人民给予

他的东西给子人民。从经济上说情况就是这样c 但是，恰恰在人们开始

识破这个经济秘密的时候，立宪的国王就出现了。因此捐税问题始终是

推翻天赋的国王的第一个原因。普鲁士的情况也是这样 L'52]

尽管《新莱茵报》发起了富有活力的运动，但它越来越难以维持 10 

月底，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我忙得不可开交、完全不能作更重要的

206 



第四部分科 伦

工作；此外，检察机关正在尽其所能来消耗我的时间。'”“恩格斯 10 月期

间在法国逗留，撰写了心情愉快的旅游日记｀表达广对法国农民生活方式

的向往，也掺杂了对他们政治愚昧的厌恶－他一到达瑞上，马克思就一直

给他寄钱一一他们阮米角色奇怪地颌倒『，巾于编铝委员会缩减了，＂愚蠢

而反动的股东们“原以为可能会有些经济利益 但马克思回答道：“我有

权随意付出我所要给的稿费，所以，他们在金钱上将丝毫占不了便宜。”“

他进一步向他的朋友承认；“本来，不向报纸投入这样大笔款子，对我更加

合理些，因为我被三四起违反出版法的诉讼案所缠，每天都可能被捕，那

时我就会像鹿渴求清水那样渴求金钱f。但是问题在千．在任何情况下都

要坚守住这个堡垒，不放弃政治阵地”`']他又说，哪怕让他丢开恩格斯一

会儿也是“纯粹的幻想”U“你永远是我的最知心朋友，正像我希望的我是

你的最知心朋友·样。”,• l I I 月 4 口，当他被迫站在公诉人面前时，民众举

行游行对他进行支持｀这大大激励了马克思 据政府报告说，“有数百人护

送马克思到法庭...…马克思回来的时候，他们以雷鸣般的欢呼声迎接他，

并亳不隐瞒地表不；如果马克思被逮捕，他们将用暴力解救他“[571 。关于

这次游行，马克思发表了一个简短演说——这是他在科伦公开栠会中唯一

的一次演说．他感谢同悄支持他的人们。月底．他乐观地写信给恩格斯；

“我们的报纸一直处在｀叛乱的＇地位｀但足却能够不管多次法院传讯都

绕过了刑法典。它现在非常受欢迎 L 我们铅天还出附页。革命在前进。”[ 58] 

马克思花费在工入联合会七的时间在增加 10 月 12 口，代表团就曾问

他是否愿意任联合会主席（当时莫尔和沙佩尔不在） C 马克思提出说他在

科伦的情况很危险，因为他还没有得到普鲁士公民身份，极易由于《新莱

茵报》被起诉，但他同意担任这项工作，以“在哥特沙克医生获释之前暂

时满足工入们的愿望 ”591 联合会对一些规则做了改动：定期召开会议，

会上用一半时间研究礼会问题和政治间题；从 11 月开始，详细研读“十七

条要求“。

至 12 月，前三个月的动乱不具有革命性，这是很清楚的 12 月 5 口弗

里德里希－威廉采取f决定性的措施：解散普彴上国民议会；并亲自制定了

一部宪法。马克思在系列文音中阐述了他的结论，文屯题为《资产阶级和

反革命》，发表在《新莱茵报》上 文章对他以前的观点作了重大修改。

在马克思看来，既然资产阶级被证明不能发动门身的革命，那么工人阶级

将必须完全依靠自己的力匮，他写道；“普鲁士资产阶级以及一般德国资产

阶级从三月到十二月的历史证明；在德国不可能发生纯粹资产阶级的革命，

也不可能建立君主立宪式的资产阶级政权，可能发生的不是封建专制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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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从命，就足社会共和的革命”“)然而心克思当时对德国内部产生这样的仕

会共和吊命的动力感到失望：它只能仆外部撞击中得以产生c 下面是他

1849 年 1 月 l ll 拟定的纲领：

因此，欧洲的解放……取决于法国工人阶级的胜利的起义。但是法

国的任何一种社会变革都必然要遭到英国资产阶级的破坏，遭到大不列

颠在工业和贸易上的世界霸权的破坏。如果要把法国以及整个欧洲大陆

的任何一种局部性的社会改革进行到底，那无论现在或将来都不过是一

种虚无飘纷的善良愿望。而旧英国只有世界大战才有摧毁，只有世界大

战才能给宪章派这个英国工人的有组织的政党提供条件，来进行胜利起

义以反对它的强大的压迫者。只有当宪章派成了英国政府的首脑的时候，

社会革命才会由空想的领域进入现实的领域。但是，凡是有英国参与的

欧洲战争都是世界战争……欧洲战争将是法国胜利的工人革命的第一个

结果。像在拿破仑时代一样，英国将成为反革命大军的首领，但由于这

场战争，英国本身将被投入革命运动，将成为革命运动的领袖并赎偿它

对十八世纪革命所犯下的罪过。

法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起义，世界大战．这就是 1849 年的前景。(61 I 

- - - -- - - - - - - - - - - -- - 

但无论咭克思怎么把世界战争石作解决德国问题的途径，还是存在若

更为迫切的问题： 2 月底将在新宪法之下举行选举。去年 5 月的问题又出

现了：参加或者不参加 尽忤对资产阶级的立场发生了急剧变化，但马克

思的答案还是一样。当安内克在 1 月 15 日的委员会议上提议工人联合会将

提出自己的候选人时，会议记求记卜．f马克思的话：

……处在这种状态的工人联合会现在不可能使自己的候选人当选，

当前的问题不在于获得某种原则上的重大结果，而在于起来反对政府、

反对专制制度、反对封建主的统治；而这连普通的民主主义者，即所谓

的自由主义者也是能做到的，因为他们也完全不满意现存政府。考虑问

题必须从实际出发。既然现在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尽可能强大的反对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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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专制制度的反对派，那末根据常识也可以判断：如果巳明白在选举中

不可能捍卫住自己的原则性观点，那就应该与其他也是站在反对派立场

上的党派联合起来，不让我们的共同敌人一一一专制王权获得胜利。[ 62 I - -- · _ _ _ 

结果，科伦派往柏林的两名代表都足民主派

五 《新莱茵报》的停刊

1849 年 1 月，恩格斯的归来加强了《新莱茵报》的工作力址。恩格斯

在伯尔尼时已经写信问了马克思回来是否安全：他并不介意被审讯，但是

不能忍受亳无原则地防范性的关押 恩格斯的文汽许多是关丁东欧形势的，

但不是所有的措辞都很恰＇片：他发表的两篇义革，一篇足 1 月份写的，另

一篇是 2 月份写的；文章把整个斯拉人人民定性（这让人炟起黑格尔）为

“反动”“没有历史”的。恩格斯写的这些文音的第岱凡是特别针对巴枯

宁不切实际的革命主张；文草谈到捷克人和南斯拉夫人背叛了革命，＂决心

要对斯拉夫人进行血的复仇＂，第一篇文竞的结尾这样芍逍：

……只要法国无产阶级的起义……一取得胜利，

马扎尔人就会获得解放，他们就会向斯拉夫的野蛮人伸报血海深仇。那

时爆发的大战将驱散这个斯拉夫的宗得崩德，甚至将从地球上消灭掉这

些顽固的小民族的名字 C

在即将来临的世界大战中，不仅那些反动阶级和王朝，而且那许多

反动民族也要完全从地球上消失。这也将是一种进步。(Ml

这种观点在该报的其他通讯员中也很典型： 《新莱齿报》被某部分特

定的斯拉夫人在 1848—l849 年间所起的作用误导 r ，它把全部民族一劳永

逸地描写为革命或反革命．描写为拥有历史的权利或者根木没有任何拥有

历史的权利。”

竞选期间，最后出现了对马克思的诉讼、审讯、理由是他 9 月份怂患

他人制造了社会麻烦。就在前－天，马克思还不得不与恩格斯和科尔夫

（他是报纸的法定负责者）一起到法庭、同答对他的指控—一说他去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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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议安内克被捕的文章中诽谤 r政府官员 施奈德尔为马克思做了辩护，

他是马克思民主协会的同仁；马克思也做了详细辩解。他消晰地援引了拿

破仑法典进行辩护；说明了他的那篇文章主题是揭示“汉泽曼内阁和德国

各邦政府的系统反革命活动......的－种明显表现“飞｀ u 他接着谈到了不能

把科伦的逑捕与德国普遍估况和三月革命的失败割裂开来。最后他说：

为什么三月革命会失败呢？三月革命只是改组了政治上层，而没有

触动它的全部基础：旧官傥制度、旧军队、旧检察机关和那些从生到死

终身为专制制度服务的旧法官。目前报刊的首要任务就是破坏现存政治

制度的一切基础。句6

他的发言嬴得了掌声，三名被告获释

第二天的审讯情形更为严正。马克思、沙佩尔和施奈德尔被控作为民

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委员号召人民拒绝纳税．这是阴谋推翻现政权。

马克思又一次为自己辩护，时间近 1 小时－马克思对受到指控表示了惊讶，

政府巳经通过 12 月 5 口对国民议会的解散亲自废除了法律 C 再者，这些法

律是去年三月会议通过的，这是过时的法律制度。马克思接下来用历史唯

物主义观点对陪审员进行了反驳：

……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

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

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的个人恣意横行。现在我手里拿

着的这本 Code Napolfon ［拿破仑法典」并没有创立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C

相反地、产生于十八世纪并在十九捉纪继续发展的资产阶级社会，只是

在这本法典中找到了它的法律的表现。这一法典一旦不再适应社会关系，

它就会变成一叠不值钱的废纸。你们不能使旧法律成为新社会发展的基

础，正像这些旧法律不能创立旧社会关系一样。

．．．．．．不顾社会发展的新的带要而保存旧法律...…这种做法时刻与现

存的需要发生矛盾，它阻碍交换和工业的发展，它准备着以政治革命方

式表现出来的社会危机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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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接着解释道，在这种背娱下，国民议会代表了现代资产阶级社

会反对联合议会代表的封建社会，不能与君主政体取得一致。而且，国民

议会的权力只是来自人民，“当国王实行反革命的时候，人民完全有权利用

革命来回答它＂。马克思用一个预言结束了发言：“不管新的国民议会选择

什么样的新的道路，必然的结果只能是：不是反革命的完全胜利，就是新

的胜利的革命！也许，革命的胜利只有在反革命完成之后才有可能。”[68l

三个被告又一次获释，宫有同情心的陪审团主席感谢马克思富有启发

意义的陈述。马克思的两次辩护发言不久就被编辑成了小册子。

二月选举的一个结果是引发了潜伏巳久的工人联合会的重大分裂。哥

特沙克从监狱中最终获释正好在圣诞前夕。他发现工人联合会自 7 月份以

来发生了巨大变化，认识到对他来说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蜇新当选主席，

于是自动离开了科伦，去了布鲁塞尔。但是他仍然继续有兴趣跟随联合会

做事，通过联合会的报刊表达自己的看法；报刊的编辑是他的一位亲密朋

友，普林茨。普林茨发动了对民主派的猛烈攻击，第二天，即 1 月 15 日的

委员会会议决定作出委派，监督普林茨的编辑工作。 I 69] 但普林茨不愿意被

监督，联合会被迫创立一份与之形成竞争的杂志。根据沙佩尔的提议，联

合会组织”为了避免由千缺乏管理出现不团结的局面”[70) 1 应该加强团结。

沙佩尔本人成为联合会主席；马克思没有担任任何正式职务，虽然他和恩

格斯愿意为其会员做关千社会间题的每两周一次的讲座。 2 月底，哥特沙

克以不署名的方式在普林茨的报纸上开始了对马克思的猛烈押击。哥特沙

克着重反对了马克思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一篇文章，该文章捍卫了他

对即将到来的选举的看法。马克思曾写道：

自然，任何人都没有我们这样不喜欢资产阶级统治…．．．

但是我们向工人和小资产者说：宁肯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里受苦，

也不要回到已经过时了的旧社会去！因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以自己的工

业为建立一种使你们都能获得解放的新社会创造物质资料，而旧社会则

以拯救你们的阶级为借口把整个民族抛回到中世纪的野蛮状态中去！［71 J 

这事实上的确好像标志着他 12 月份宣布要在社会共和的革命和封建的

反革命之间作出明确选择发生了变化。哥特沙克马上以匿名公开信的形式

批评了这种变化的立场，题目是《致卡尔·马克思先生》，这是 1848 年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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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期间（及以后）很多左派对马克思的典型攻出：

为什么我们应该进行革命？为什么我们，无产阶级，要去流血？难

道我们要像你（传道士先生）给我们宣称的那样，为了到达你宣传的共

产主义信条的阴沉天堂，通过自愿陷入衰败的资产阶级统治的炼狱而逃

避中世纪的地狱吗？……对于要解放被压迫者，你是不严肃的。对你来

说，工人的不幸、贫民的饥俄只是科学的、教条主义者的爱好。你高居

于这种不幸之上；只不过是作为一个博学的太阳神照耀着各个党派。你

井没有被撼动人类心灵的事物所打动。你井不信仰你表面上代表的事业。

是的，尽管你每天桉照既成事实的样式修剪革命，尽管你有一个共产主

义的信条，但是你并不相信工人的起义，他们起义的洪流巳经开始准备

击垮资本主义；你井不相信永远的革命；你甚至不相信革命的先天力

量……既然我们，革命的团体，巳经认识到我们不能期望除我们以外的

任何阶级，因此我们唯一的任务就是进行永远的革命，现在你奉劝我们，

人民是弱者、是无足轻重的 al721

哥特沙克这样攻击的主题回应f以前魏特林的观点。马克思并没有回

应这种批评，工人联合会的大多数人并不同意这种批评。哥特沙克夏天回

到科伦，但 9 月份在城市贫民店住区处罚流行病时死于衵乱。

不只是哥特沙克认为马克思的观点不够激进。莫尔和沙佩尔也从来没

有真正同意马克思关千共产主义者同盟单方面的解散决定［六］，德国之外的

支部继续（相当隐蔽地）存在着C 9 月，莫尔－从科伦飞同，在伦敦安顿

下来，就复苏了那里的支部。决定了在更广泛的基础上重建同盟：新的中

央委员会中莫尔、亨利希·鲍威尔和约翰·埃卡留斯（移民裁缝）当选；

沙佩尔应邀＂甚至未经马克思的同意”[“建立了科伦支部。沙佩尔召开了

当选成员会议，提议 L848 年 12 月事件之后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应再次成

为必要。会议没有结果，不久莫尔出现在科伦，带养战胜马克思和恩格斯

的打算。《新莱茵报》成员在办公室召开了会议，马克思在会上坚决反对

了上述做法，他坚持认为还要争取言论和出版的相对的白山，同盟显得多

余。他进一步反对重建回盟，“因为宣布成立一个｀单一的、不可分割的

共和国＇是要实现的目标，这就使得制定出来的同盟条例有更多的社会主

义性质而不是共产主义性质，还因为这些条例具有密谋的倾向 “r75]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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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反对，莫尔继续去旅行德国其他城镇，但儿乎亳尤结果。

这期间，《新莱齿报》的压力加大f 军方和巾政当局对马克思的报

纸以及马克思本人的注意力在增加 3 月 2 r1. 两位军上到马克思家里，间

他一篇指责一位军官仆法贩卖了火的文章作者的姓名。马克思在随后的一

封给科伦司令官的抱怨信中叙述了他的遭遇；

归畜＂，

我回答这些先生说： （ I) 所说的这篇文章和我没有关系，因为它登在

横线以下，所以也可以说是广告； （ 2) 他们可以免费登反驳意见； （ 3) 他

们可以对报纸提出控告。这些先生说．由于这个广告，整个第八连都感到

受了侮辱。我回答说，只有第八连的全体成员都签了名才能使我相信这种

说法是符合实际的，不过这种说法也是没有意义的 C

于是，这两位军士先生就向我声明，如果我不把“这个人”说出来，

“交出来”，他们就“再也不能约束他们的人＂，事情就可能“严重了＂。

我回答这两位先生说，用威胁和恐吓从我这里是根本得不到什么东

西的。之后，他们就嘟嚷着走了。[ 7h 

恩格斯在许久之后的一封信中，坦陈不是马克思辛辣的嘲讽使得士兵

离开得这么快：“马克思穿着一件睡衣出来见他们，从睡衣口袋里霹出了一

把没有装子弹的手枪枪柄“”这一场景足以使两个军七停止进一步询问，

尽管他们用军刀武装粹，但他们还是乱了手脚，离开了。恩格斯后来又叙

述道：

人们都因为我们在普鲁士的头等堡垒里敢于面对着

8 000驻军和岗哨做出这一切事情而感到惊讶；但编辑室内的 8 杆步枪和

250 发子弹，以及排字工人头上戴着的红色雅各宾帽，使得我们的报馆在

军官们眼中也成了一个不能用简单的奇袭来夺取的堡垒。 78 j 
- - -

然而《新莱茵报》被迫停刊的日f显然越来越近了。在查封的前一个

月，马克思采取了他在科伦期间最引入注目的措施：断绝了与民主派的联

系，而直到那时之前他还一直如此热切地渴望与他们加强合作。 4 月 l5 日，

213 



马克思传（第 4 版）
Karl Marx A Biography, 4E 

《新莱茵报》刊登了马克思、沙佩尔、安内克、贝克尔和沃尔弗的一则简

短声明：

我们认为，各民主团体的现行组织成分过分庞杂，这势必将妨碍有

利千事业的有敖活动的开晨。

我们认为最好是建立一个由单一成分组成的工人联合会的更为严密

的组织，因此我们声明：自即日起退出各民主团体莱茵区域委员会。[79)

马克思做这一决定的原因有可能很复杂。民主协会就是否应该变换为

民主共和协会的名称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但没有采纳这一提议，结

果受到了安内克《新科伦报》的激烈批评r 还很可能是因为共产主义者同

盟的重建以及工人联合会内部对他拖延态度的批评使马克思断绝了与民主

派的一切联系。《新莱茵报》的内容曾一度达到了这种“左”倾： 3 月，沃

尔弗已开始写关于西里西亚农民悲惨境况的系列文章； 4 月 5 日马克思开

始发表他两年前在布鲁塞尔给德国丁人协会做的演说稿《雇佣劳动与资

本》。[80] 文章开头谈到了各方面的责难，说“我们没有详述构成现代阶级斗

争和民族斗争的物质基础的经济关系 ”81] 。马克思离开民主团体的前三天，

科伦的工人联合会巳经发出邀请，呼吁所有的莱茵地区工人联合会以地区

为基础联合起来； 4 月 16 日，总会议决定停止与莱茵地区民主团体的合作；

4 月 26 日，工人联合会的领袖们决定 5 月 6 日在科伦召开莱茵—威斯特伐

里亚两省工人团体代表大会 这次大会的任务之一是选举代表参加下个月

在莱比锡举行的全德工人代表大会。大会由德国唯一的全国工入组织．兄

弟会 (Brotherhood) 组织。 821 策略上的这些变化进一步削弱了科伦工人联合

会：部分成员退出组织；于是他们给哥特沙克写了一封信请他回来，说新

近政策的变化仅仅表明“联合会现在的领袖们，过去不清楚，现在也不消

楚自己想要什么 “83J o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马克思缺席的时候发生的。过去的两个月中，

《新莱茵报》一直濒临破产。马克思从民主协会退出｀马上就到德国西北

和威斯特伐里亚进行了三个星期的报纸练钱活动，并且，亳无疑间，就当

时刚刚做出的策略变化来看｀还要与工人团体进行联系。他在汉堡的上等

旅馆中待了两个星期，与卡尔·冯·布鲁恩和康德拉·施拉姆（他们两人

都是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一起拟定了共产主义运动下一步的计划肛］马

214 



第四部分科 伦·

克思在汉堡期间，德国爆发了很多年来的最后一次革命。法兰克福国民议

会详细地起草了宪法，但是遭到国王的强烈反对．国王此时创出了著名的

新话语：上兵是反对民主派唯一有效的药方~ 5 月早些时候，德累斯顿爆

发了巷战，持续了一周；在路陪后面，有诸如巴枯宁以及年轻的理查德·

瓦格纳这样一些闪亮的形象。另外，鲁尔还有一些短暂的起义，而唯有巴

登发生了大规模起义。

恢复起来的信心使当局又要驱逐马克思。科伦军方 3 月份已经向警方

申请了对马克思的驱逐。申请到了内务大臣曼托伊费尔那里，没有得到立

刻批准、因为科伦市政当局认为没有任何具体理由而对马克思进行驱逐会

引起不适当的公愤。但到了 5 月份，他们足以强烈地感到可以正当地发起

这件事：马克思 5 月 9 日一回到科伦、就得知他将被驱逐；汉堡当局已经

发给他了只能去巴黎的有效护照。 16 17, 马克思接到勒令，命他在 24 小时

之内离开普鲁上．因为外人待遇法遭到了马克思的＂粗暴之破坏”185] 。《新

莱茵报》的其他编辑要么被驱逐，要么受到逮捕的恐吓。报纸办不下去了。

5 月 18 口，报纸用红色字体发了最后一期。首页是弗莱里格拉特写的一首

诗，第一节是：

没有了公开战斗中公开的搏击，

只剩下他们对我非难的遁词；

用卑鄙偷袭的打击，

野蛮的人置我千死地；

致命的长矛在黑暗中飞过，

埋伏的小人伤窖了我；

但在这里，

我就像死去的反叛勇士，

散发着骄傲的威力。”6)

首页上还刊登了编辑部给科伦工人的话，提醒他们在科伦不要进行任

何变乱，结尾写道：“无论何时何地，他们U)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

阶级的解放！”f87l

0 ”他们”的英译文表达为＂（新莱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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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发表f一篇共钉挑衅性的文ft，文汽难以笘信地宣称报纸永远

是革命的，并且毫不隐瞒自己的怼图：

那末你们于吗要玩弄位伪虳词句｀制造荒唐的借口呢？

我们铁面无情，但也不向你们要求任何宽恕。当轮到我们动手的时

候，我们不会用虚伪的词句来掩饰恐怖手段 但是保皇恐怖主义者，上

帝和法律所宠爱的恐怖主义者．在实践上是残酷的、卑鄙的、下流的，

在理论上是胆怯的、胞诲的、虚伪的．而在这两方面都是无耻的叮

这期“红色刊号“发行了 20 000 份、并 IL价格很快涨到了原来的 LO

倍。甚至有传闻说报纸陂昂贵地框起，珍员地保存起米。

马克思留下来处理报纸敢后的书悄。所布的设备、机器都是马克思个

人的，必须把它们卖掉，以支付股东、 L人以及撰稿人的欠单：马克思后

来说囚为报纸，他自己贴进上了 7 000 塔勒七＂停刊的时候｀报纸的发行额

将近6 000, 而增加的只足开支，收入并没有相应增加。遗留下的－切东

西，包括一些投稿．马克思郘移交给 r 《新籵伦报》 剩下来的只有燕妮

的银器了。银器打成了包裹放在手捉箱里，借给（一位债权人 全家 1849

年 5 月 19 日离开了科伦，沿莱茵河到了宾根，燕妮在朋友那里待了几天。

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去法兰克福，在威廉·沃尔弗的帮助下与法兰克福国

民议会左派领导人见了面，说服他们担任德国西南地区革命运动的领导职

务，并把这些地区的革命力址召集到法兰克福。这期间，燕妮在魏德迈的

帮助下，在法兰克福典当掉f她的银器，然后带着孩了去特利尔与母亲待

了一些日子。她发现母亲变化很大；“紧张的环境和年老巳经侵入了她的心

灵（有时也很温和），经常显出苛刻和自私的性格米，深深伤害她周围的

人＂。燕妮把特利尔人的粗鄙狭隘作为消追用来安慰自己，以对马克思的信

心来鼓舞自己，“我们现在所感到的寸切压力只是预示了我们的思想即将到

来的胜利和更彻底的胜利”OO O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法兰克福并没有取得 1-j左派一致的意见，他们就向

南去了巴登，在那里花费f一个星期．白费力气地敦促f革命领导人（他

们曾组建了临时政府）上法兰克础。 0施佩耶尔、马克思遇到f维利希，

他依然对运动充满着热悄；在凯撒斯劳滕．呫克思见到ff恩斯特尔｀后者

委托他代表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最近马克思在其中极为关键），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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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与巴黎的社会主义者联络。马克思显然在德国没有发挥更多的作用。

两个朋友决定分开：马克思去巴黎．恩格斯在巴登革命者中以一名炮手发

挥作用。然而在从凯撒斯劳滕返回宾根的途中，他们被黑森人武装逮捕了。

马克思恩格斯被带到达姆施塔特和法兰克福，最后在那里获释。马克思回

到宾根， 6 月 2 日前往巴黎，随行的还有斐迪南·沃尔弗

六重返巴黎

马克思到了巴黎，打算在那里待 3 个月｀他深信不久就会爆发革命运

动。事实上，随若路易·拿破仑在去年 12 月大选中取得的决定性胜利，军

事独裁在迫近。马克思以 M. 伦博兹的名字住在荣军院附近的百合花路。

他看到巴黎的＂暗淡＂；事实上，与上一年相比，也必然会是这样。此外，

霍乱正大范围地流行坠延。但是马克思仍然对即将到来的革命充满信心，

并开始履行委托给他的代表职贡。 6 月 7 日，他写信给恩格斯：“革命火山

口的大爆发从来没有像现在的巴黎这杆逼近..…．我正同全体革命派会晤，

过几天我就将棠握所有的革命报刊 ”911 但实际上，形势是严酷的：德国

零星的武装起义在逐渐消失，匈牙利起义被俄国军队镇压，在意大利的法

国军队正重新处于罗马教皇控制之中(> 6 月 1 l 目，在由赖德律－洛兰和激

进的山岳党发起的对政府进行责难的行动后，工人团体提出要在夜间发动

武装起义，但山岳党反对这样做。两天后山岳党举行了和平示威游行，被

政府军方轻易地遣散了，因此，这两个政党在“相互削弱、彼此欺骗 ”[92] 。

“革命”结束了。

7 月初，燕妮和孩子们到了巴黎，与马克思在一起，发现自己处境贫

困，并将长期如此。马克思为了能够买《哲学的贫困》的版权，并从第二

版中赚一些钱，就请魏德迈帮着努力说服曾因为《新莱茵报》答应给马克

思个人资助的一位女上。马克思给魏德迈的信中说：“如果我得不到任何方

面的援助，我就完了．．…我妻了的最后一件首饰也巳经送到当铺里去

了。 ”[93] 马克思还写信给拉萨尔，他回话迅速而且慷慨；但是当从弗莱里格

拉特那里得知拉萨尔已把这件韦作为饭后谈资时，马克思非常后悔给他写

了信。然而 7 月 19 日，正如燕妮所写的，＂熟悉的警吏又来了，通知我们

｀卡尔·马克思及其夫人必须在 24 小时之内离开巴黎＇＂ ＂。马克思被允许

移居到布列塔尼半岛的摩尔比安省。马克思很不友好地把这个地方描写为

“布列塔尼的朋齐维沼地”9s I •整个过程是“变相的谋杀 ”1961 。经由向内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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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呼吁，马克思至少可以拖延一段时间。他给《新闻报》编辑写信说，到

巴黎来”所抱的唯一目的是为我在 5 年前就已动笔编写的政治经济学史再

多收集一些材料”[97 。马克思仍然宣称他对目前的政治情况是“满意”的。

他写道：”事情非常顺利，官方民主派所经受的滑铁卢应该看作是一个胜

利。”「98] 尽管还背负着令人瞩目的债务，马克思还是讷魏德迈努力说服列斯

凯出版他的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他还试探性地提出希望在柏林创办

一个政治经济月刊。 8 月 17 日，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法国政府逐步加强

的反动本质为日益迫近的革命暴动燃起了希望：“我们应该努力来办一个有

收入的文字事业。我等待若你的建议、＂＂ －个星期后，他乘船去了英国。

注释

[ I] 引自L. Somerhausen. L'Humarusme agissan t de Karl Marx (Par is, 1946) 

p. 245。进一步参见 B. Andreas, Marx'Verha ft ung und Ausweisung Brllssel Februar/M叩

1848 (Tr ier, I 978) and also Jenny's accoun t in Karl Marx: lnterv比ws and Recollecti ons. 

Ed. D. McLellan (London, 1981) p. 20 

[2] MEW 邓 676.

[3] 会议决定在 MEGA I vii 587 ff。在条款中没有任何地方考虑这种任意使用

的权力的转交、

[4] 马克思在这里的描述并不十分确切：守门人提供的说法是： ＂犯人要求一

个独立的房间，他就带她去了那里，当时正有猛烈的敲门声。他要打开几间房子的

时候，就暂时把马克思夫人关进了一间普通的房子里，那里确实有三个妓女，又下

了两个关千该房间的指示，当他提交犯人的时候，只释放了马克思夫人，可能最多

一刻钟。他看到犯入非常悲伤，就尽力安慰她；为了不让她继续流泪，他提供安排

她在一间有两张床的房间里，他也确实这么做了。他迅速为她规整好了一张，另一

张床上是由于袭击事件而被逮捕的女犯人＂ （引自 L. Somerhausen, L'Human isme 

agissan t de Karl Mar元，p. 241) 为了证明自己叙述的合理性，守门人指出燕妮在临走

的时候给了他一大笔小费c 燕妮自己的叙述 (Remin iscences, pp. 223 ff)有相当的

想象成分。波恩的版本 (Erinnerungen, pp. 83 ff.)甚至超过了燕妮

[ 5 J From the German vers ion in MEW N 537 ff.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共》，中

文 1 版，第 4 卷， 556~557 页 U

[6] 这一时期的整体悄况｀参见 S. Berns tein, "Marx in Par is, 1848: A N eglec一

ted Chapter", Science a几dS()ciety. vols. 3 and 4 (1938 and 1940) 。

[ 7] S. Seiler, Das Complott tiom 13 Fun i 1849 oder der letzte Sieg der Bourgeoisie in 

Frankre icb (Hamburg、 1850) p. 21. 

[8] 参见重刊的共产主义者同盟 3 月 8 日的会议记录 MEGA I vii 588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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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J See the lran屾on in D. Stru ik (ed.), The Birth of the Commun ist Man ifesto 

pp. 190 ff. 

[ IO] Aposlelnslr邸se, no. 7. 

[ 11 ] Cec ilienslras沁． no. 7. 

[ 12] Goll;;chalk lo Ht>ss, in M. Hess, Briefwechsel, p. 174. 

[ 13] Quoted in E. Czobel, "Zur Gesch ichle des Kommu ni slenhundes", Arch iv Jar 

d ie Geschichte des Sozial ism 11s und der A rbeiterbewegung (1925) 

[ 14] Cf. Gollschalk lo Hess, in M. He8s, Br比ifwechsel, p. 177. 

[ 15] 准确的数千－可以通过这一时期科伦的社会经济状况得到，参见 H. Stein. 

Der Koiner Arbeiteroerein 1848-1849 (Colo gne, 1921), pp. 9 ff。

[ 16] 参见 F. En gels, " Marx und die Neue Rhei心che Ze itung 1848—1849", 

MEW, XXI. 18; Gottschalk lo Hess. in M. Hess, Br iefwech.~el, p. 176。马克思一到这

个地方．康普豪森的一位朋友， Claessen 就在柏林的新闻当局给他提供了一个职

位。参见 MEW XXX 510 

[17] 参见 W. Blumenber g, "Zur Gesch ichle des Bundes der Kommun ister". In ter-

几ational Reuiew of Social History (1964) p. 89 。

[18) Gottschalk 10 lless, 10 M. Hess, Br iefwechsel, p. 175. 

[ 19] 参见 “M inu tes of the Cologne Sec tion, etc." ME \V V 484 。

[ 20] Born to Mar入， 11 May 1848, reprinted in K. Marx, Enthtillunge几 Uber den 

Kommun istenprozess zu Kain (Berl in, l 914) p. 19 

[ 21 ] Publ iRhed in W. Blumenber g,.. Zur Gesch ich te des Bundes der Kommun islen", 

Interna 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1964) p. 89. 波尔恩 (Erinnerungen, p. 48) 支

持 r这一说法 Roser 的说法为俄国的历史学家们（尤其是 E. P. Kandel) 所驳斥，

他们坚持认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决没有解散U 进一步研究参见 B. Nicola ievsk y, "Who 

is d is tor ting history'/" Proceed ings of the American Ph ilosoph ical Societ) (A pri l 1961) and 

Kandel·s reply, ·• E ine schlecb te Verte id igung e iner schle('h ten Sache", Beit rage zur Ge

sch ich te der Arbeiterbewegung (1963) 。

[22] K. Marx,.. Herr Vogt", MEW XIV 439 f. 

[ 23] lb吐

[24) F. Engels, "Marx und die Neue Rhein ische Zettung", MEW XXI 18. 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块》，中文 1 版．第 21 卷， 20 页，

[ 25] Engels to Marx, If EW XXVII 125 

[26] F. Engels, "Ma八 und d ie Neue Rheu心che Ze itung", MEW XXI 19. Accord

ing lo Liebkneeh t, however, it w氐 Engels who, in con trad iatinc tion lo Marx, ac ted in a 

m ilitary fash ion in the Neue Rhe i11ische Ze itung offi ce and caused man y rows. Cf. Engels 

Bebe/ Briefwechs l' l, ed. W. BlumPnber g, p．邓．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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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第 21 卷， 21 页

[ 27] S. Born, Er innerun gen (Berl in. 1898) pp. 198 ff. 

[28] 参见F'. I. Cars ten, The Origi ns of Pruss ia (Ox ford, 1954) 。

[29] F. Engels, "Marx und d ie Neue Rhein iscbe Zeit ung", MEW XXI 19 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 版，第 21 卷． 21 页

[30] K. Marx, "The Cris is and lit e Coun ter-Revolu tion", MEW V402. 参见《马

克思恩格斯全共），中文 1 版，第 5 卷， 475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8

[ 31 ] K. Marx, "Dr aft Law on the Aboliti on of Feudal Dues", MEW V 283. 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 版，第 5 卷， 331 Jf扫

[ 32] K. Marx, "Pro gramme of the Radical-Democra ti c Party and the Left in Frank-

furt", MEW V 4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 版，第 5 卷， 47 贞。

(33 J F. Engels, "如rx and the Neue Rheinische Zeit ung", MEW XX I I 8. 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其》，中文 1 版，第 21 卷， 19~20 页。

(34] 引自 S. Born, Erinneru几gen, p. 102 。

[35] K. Marx, "The June Revolu tion'', MEW V 136 f.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染》，中文 1 版．第 5 卷， 157 页。

[36] 关千《新莱茵报》的对外策略，在下面著作巾得到了全面的讨论：

F'. Mehring in his Introducti on to Aus dem literar ischen Na('hlass von K. Marx. F. Engels, 

F. Lassalle, ill 3 ff 

[ 37] F. Engels. "The Frank furt Debate on Poland", MEW V 332 f.参见《马克

思恩格斯全共》，中文 1 版，第 5 卷， 390~391 页

[38) F. Engels, "The Dan ish-Pruss ian Ann istice", MEW V 394. 参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 1 版，第 5 卷， 464 页

[39] 引自 B. Nicola ievsky and 0. Maenchen-He !fen, La Vie de Karl Marx, p. 198 

[ 40] The Reminiscence5 of Carl Schurz (London, 1909) I 138 f参见后面第八

部分注释的全面摘录

[ 41 ] A. Brisbane, A Mental Biography, ed. R. Bnsbane (Bos ton, 1893) p. 273. 

[ 42] 参见 H. Meyer, "Karl Marx und d ie Deu tsche Revolu tion von 1848", Histo

rische Zeitschr ift, (December 1951) 

[ 43] Ibid. 

[ 44] 引自 E. Pr ies ter, "Karl Marx in Wien", Ze心chrift几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1953), p. 723 

[ 45] 《新莱茵报》 1848 年 9 月 15 日， MEW V 493 

[ 46] 《新莱茵报》 1848 年 9 月 19 H, MEW V 497 

[47] K. Mane,''The Cologne Revolu tion", MEW V 42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

全奂），中文 1 版，第 5 卷． 4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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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Minu tes of the General Meeting, etc., MEW V 502. 

[ 49] K. Marx. "V ictory of the Coun ter-Revolu tion in Vienna" MEW V 457. 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染》，中文 l 版，第 5 卷 542~543 页

[SO] K. Marx,.. The Coun ter-Revolu tion in Berl in·•, MEW VI 12. 参见《马克思

恩格斯令染），中文 1 版令第 6 卷， 22 页，北乐，人民出版社， 1961 。

(51] 参见 MEW VJ 33。另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织）．中文 1 版，第 6 卷，

39 页。

[ 52] K. Marx, " Reply of Freder ick Will iam N lo the Deputation of the Civil 

Guard", MEW 1/431 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 版，第 5 卷， 51 I 页。

(53] Mane to Engels, MEW XXVII 12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梨》，中文 1 版，

第 27 卷， 145 页口

[54 Ib id. 、p. 12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其》，中文 1 版｀第 27 卷， 147 贞。

[ 55] Ibi d.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7 卷， 147 页

[ 56] Ibid., p. 13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实》，中文 1 版，第 27 卷， 147 页。

[ 57] Quoted in H. Gemkow, Karl Marx, p. 174, cf. also MEW VI 57 1. 

(58] Marx to Engel,, MEW XXVII 13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 27 卷， 148~149 页”

[59] Minu tes of the Comm ittee Mee ting, e<'I., MEW V SOI.参见《马克思恩格

斯全梨》，中文 1 版，第 5 卷， 602 页

[60] K. Marx, "The Bourgeu is ie and the Coun ter-R t>volution'', MEW VI 124. 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其》，中文 1 版，第 6 卷， 146 页。

[61] K. Marx, "The Revolu tiona ry Movemen t", MEW VI 149 f.参见《马克思恩

格斯全共），中文 1 版，第 6 卷， 175 页

[62] Minu tes of the Committ ee "1ee ti ng, et('.,MEW VI 579. 参见《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 1 版，第 6 卷， 688 贞

[63] F. Engels, "The Hungar ian Struggle", MEW VI 17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 1 版，第 6 卷， 207 页已

[ 64] 这个问题在下面的这部茗作中得到f极为详细的考察： R. Rosdolsk y, 

"Fr iedr ich Engels und das Problem der'Gesch ich tslosen Vttlker'". Archiv 和r Sozialge

sch ich tt> N (1964) See also F. Mehr ing, A出 dem litera压c加n Nachlass, ID 18 ff. ; 

G. Mayer, Friedrich Engels, IT 345 ff恩格斯的两篇文在得到翻译，参见 K. Mane 

and F. Engels, The R心sian Menace to Europe, ed, Blacks tock and Hosel itz (London, 

1953) pp. 56 ff。《新莱齿报》还有相当数址的反民族内容，它总体上的反资本主义

口吻被想当然地认为是具有进步性的。这些文章中有很多（像前而提到的恩格斯引

用的一些内容）足来自弥勒捷列林格（该报的维也纳通讯员），马克思认为弥勒捷

列林格的文竟是“我们收到的通讯中写得最好的．完全符合我们的方针”。

221 



马克思传（第 4 版）
Karl Marx: A B iography, 4E 

[ 65] K. Marx, Speech in his Defence, MEW VI 23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 1 版，第 6 卷、 275~276 页）

[ 66] Ibid., p. 23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 版，第 6 卷， 278~

279 页

[ 67] Ib id., p. 24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其》，中文 1 版，第 6 卷． 291~

292 页

[ 68] Ibid., p. 25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染），中文 1 版，第 6 卷， 306 页。

[ 69] 参见 Minutes of the Committ ee Meeting, eel., MEW VI 578 

[70] 引自 H. Stein, Der Koiner Arbeiteroerein, p. 92 。

[71] K. Marx, Montesquieu LVI, MEW VI 19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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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越来越看出．．．…在这里，一个人如果不彻底脱离流亡生活.....，他

就必然会变成傻瓜、蠢驴或者十足的无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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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伦 敦

一 伦敦的第一年

正如人们所说，一切是短暂的，总不会长久J当马克思去英国的时候，

他当然不认为那里会成为他永远的家。数年来，他与他的大多数流亡战友

们一直认为这块大陆将很快出现新的革命浪潮 正如早期基督徒在等待救

世主再次降临一样，他们认为他们当下的生活与那即将到来的伟大事件相

比是微不足道的。这部分说明了马克思大部分生活的特殊性，期间很多生

活实际上是在漫长的、不眠的流亡之夜中度过的。

离开在巴黎的燕妮和孩子们，马克思 1849 年 8 月 24 口在瑞上共产主

义者载勒尔和一位从巴登来的民主主义者卡尔·布林德的陪伴下穿越了

海峡。到达伦敦，他很可能暂时住在卡尔·布林德租来的房子中，这所

房子在格罗夫纳广场上的一间咖啡屋上面：不管怎么说，这是他用的通

信地址。他前景黯淡。到伦敦不久他在信中写道：“现在我确实处境困

难。我的妻子临近产期， 15 口她又必须离开巴黎，我不知道到哪里去弄

到必要的钱，使她能够动身并在这里安顿下来 ”1 燕妮甚至要把护照延

长到 9 月 15 日也很困难（那时他们在巴黎租的房子已经到期）。 17 口她

带着 3 个小孩子到了伦敦，身上还怀着不到 3 个星期就会出生的第四个

孩子。格奥尔格·维尔特去接了她，格奥尔格·维尔特是一位批发商，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创建者之一，并曾在《新莱茵报》工作。他看到了他

们在莱斯特广场中已布詈好了的寄宿房间，他们不久离开这里，前往另

一所两间的房子，坐落在切尔西城市国王路旁的时毞地段。租金昂贵

（每月大概 6 英镑［2])' 但他们贫乏的财源从燕妮母亲的资助中得到了缓

解，这样他们可以度过眼前的这段时间。燕妮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 “11

月 5 日，当时人们在外面高喊着｀永远的盖伊·福克斯＇，戴着面具的小

男孩在街上骑着人工巧手制作的驴子，一切都在喧嚣，我可怜的小亨利

希出生了。为了纪念伟大的反叛者，我们给孩子取名小福克斯。”[3] 所以，

正如维尔特所提及的，马克思的家庭中有四个国籍，每个孩子出生在不

同的国家。

马克思一家很快就从切尔西的房子中搬出来了。他们在那里的时间几

乎还不超过 6 个月，女房东那边的麻烦来了，由于缺少现钱他们立刻被赶

出来了。不久，燕妮在给魏德迈的一封信中讲述了事情发生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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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要把我们一天的生活情况如实地向您讲一讲，

类似生活的流亡者恐怕是不多的。因为这里奶妈工钱非常高，尽管我的胸

和背部都经常痛得厉害，我还是决定自己给孩子喂奶。但是这个可怜的孩

子从我身上吸去了那么多的痛苦和内心的忧伤，所以他总是体弱多病，日

日夜夜忍受着剧烈的痛苦。他从出生以来．没有一个晚上是睡到两三个小

时以上的。最近又加上了剧烈的抽风，所以孩子终日在生死线上挣扎。由

于这些病痛，他拼命地吸奶，以致我的乳房被吸伤裂口了；鲜血常常流进

他那抖动的小嘴里。有一天我正抱着他这样坐着｀突然我们的女房东来了。

我们一个冬天巳经付给她二百五十多塔勒，其余的钱桉合同不应该付给她，

而应该付给早已查封她的财产的地产主。但她否认合同，要我们付给她五

英镑的欠款，由于我们手头没有钱（瑙特的信来得太晚了），于是来了两个

法警，将我不多的全部家当－－—床铺衣物等一甚至连我那可怜的孩子的

摇篮以及眼泪汪汪地站在旁边的女孩们的比较好的玩具都查封了。他们威

胁说两个钟头以后要把全部家当拿走J那时忍受浩乳房疼痛的我就只有同

冻得发抖的孩子们睡光地板了。我们的朋友施拉姆赶忙进城去求人帮忙。

他上了一驾马车，马狂奔起来，他从车上跳下来，摔得遍身是血，被人送

回我们家来，那时我正和我可怜的发抖的孩子们在哭泣。

第二天我们必须离开这个房子。天气寒冷，阴暗，下着雨。我的丈

夫在为我们寻找住处，但是他一说有四个孩子，谁也不愿收留我们。最

后有一位朋友帮了我们的忙，我们付清了房租，我很快把自己所有的床

卖掉，以便偿付药房、面包铺、肉铺、牛奶铺的欠款，他们听说我被查封

财产都吓坏了，突然一齐跑来向我要账。把出卖了的床从家里抬出来，

搬上小车一您知道，又出了什么事？当时天色巳晚，太阳巳经落了，

桉英国的法律在这个时候是禁止搬运东西的｀于是房东领着警察来了，

说里面可能有他的东西，说我们想逃到外国去，，不到五分钟，我们门前

就聚集了不下二三百个看热闹的人，切尔西的流氓全来了。床又搬了回

来，只好等第二天早晨太阳出来以后再交给买主；最后，当我们卖掉了

一切家当，偿清了一切债务之后，我和我的可爱的孩子们搬到了莱斯特

广场莱斯特街 1 号德国旅馆我们现在住的这两间小屋。在这里我们每星期

付五个半英镑才凑合住下来了。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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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 年 4 月被从切尔西的房子中逐出，他们就在第恩街 64 号找了一套

可以长久租住下来的两间房 r一，房子的上人是一位做饰带生意的犹太商人，

流亡者委员会会计亨利希·鲍威尔也在这里住。燕妮带若四个孩子在那里

过夏天，把它描述为＂悲惨的＂ 5 。伦敦前景黯淡｀以至于马克思考虑与

恩格斯一起移居到美国，他准备在那里找一个地方能够继续出版杂志，于

是设法寻到了租用的价格；但却是“惊人地昂员”,6] 己所以马克思一家只

有移到这条街的 28 号了，恩格斯此时出发去了父亲在曼彻斯特的公司。由

于吉多的死，迁居马上进行了。吉多才一岁，他突然死于山于脑膜炎而引

发的痉挛，是三个中第一个在第恩街死去的孩子。

虽然困难重正，马克思在政治方面依然很活跃。在伦敦的头几个月，

马克思的时间被三件相互关联的事情占去了：作为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中

流亡者的代表所进行的工作［7]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重组；以及仿照《新莱

茵报》的样式进行创建一个月刊杂志的工作尸他把这三项所有的工作都看

作重建 1848 年曾在科伦存在过的“马克思党＂的途径。[Kl

燕妮到达伦敦的第二天，协会全体大会选举了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

它将向协会每月一次地作陈述报告。马克思与布林德、鲍威尔、普芬德和菲

斯特尔一起当选为成员心委员会立刻开始了通过个人关系和报纸呼吁进行筹

钱，这两方面主要是在德国进行。但是只过了两个月，委员会不得不进行重

组。因为随着布林德和菲斯特尔的离开以及维利希到达伦敦，对于诸如司徒

卢威和海因茨这样的激进共和党人来说，委员会的调子变得太极端了。司徒

卢威和海因茨试图成立一个新的政治倾向更为温和的委员会（脱离现在的协

会）。虽然这些努力（它在下年 4 月份又重新再起）失败了，但确实导致了

原先委员会的重组－恩格斯和维利希当选，补上两个空缺的位子，并把

“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改名为“社会民主主义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

（这种分歧是流亡者更为广泛分裂的一部分，因为传统的共和党人在司徒卢

威和海因茨的领导下组建（－个与协会对立的工人同盟。）新的委员会由马

克思担任主席、恩格斯担任书记，在接下来的一年中非常活跃：虽然随着

人数的增加原先大笔的捐赠在减少，但还是募染到了超过 300 英镑的资金，

帮助了超过 500 名的流亡者。 1850 年夏天，建了一座旅馆，能容纳 18 名流

亡者，并能供给大约 40 人食物：计划还将使旅馆自足一把它变成一个流

亡者工作的、具有多种用途的工厂。但这些想法没有实现，当 1850 年 9 月

共产上义者同盟内出现分裂的时候，委员会实际上就停止发挥作用了。

马克思还参加了协会的其他活动：参加它组织的郊游、舞会、击剑以

及国际象棋，他还做了题为《什么是资产阶级所有制？》的报告一从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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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开始，一直到 1850 年的上半年；他还开始在家里给自己小阅子里的朋

友举办一些个入讲座；后来被说服为扩大群众听众，到大风磨街协会的一

层办公室去做报告。威廉·李卜克内西，这位未来的德国社会党的创建者，

在协会的一次郊游中结识了马克思，并从此成为马克思忠实的学生。他生

动地描述『马克思的讲述方法：

志一
马克思进行得有条不紊。他提出命题（越短越好），接着就比较详细

地进行解释，尽量注意避免工人听不懂的一切表达。然后请听众向他提

问题。如果没有人提问，他就开始考试听众。他的这种讲授技巧，任何

缺陷或误解都逃不过他。我表达了我对于他的机敏的惊奇，得知他以前

曾在布鲁塞尔的工人俱乐部做过一些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讲座。无论如何，

他具有优秀教师的天赋。他也用黑板，在上面写公式，其中包括我们大

另外一个对大风磨街发生的比较耸人听闻的讨论的描述保留在普鲁士政

府密探的记录中，这份记录最后通过柏林的英国大使送到了英国对外办公室：

一个德国社会团体在马克思、沃尔弗、恩格斯和维迪尔的领导下，

在大风磨街 20 号一层聚会。该团体又分成三个分会）分会 B 讨论最为激

烈。它正式讲到并讨论了王子的谋杀者。聚会是前天进行的，我在会上

帮忙，沃尔弗和马克思主持会议，我听到一名演讲者高声说：“白痴同样

将逃不脱他的命运。英国的钢铁制品是最优秀的．这里有尤其锋利的斧

头，断头台正等待着王室的每一个人。“这样，英国女王的谋杀者在离白

金汉官仅几百码的地方就由德国人表达出来了心，秘密委员会又被分成两

部分。一部分是领导人；另一部分是所谓的＂盲人”,18 人至 20 人，都

是些有胆有勇的人。他们不打算参加骚乱．而是为伟大的事件和主要地

为谋杀王储进行节制。!IO]
_ _ 

这样的会议记录被保存下来，显示了这份报告主要由于作者的想象才

能而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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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说来，英国政府对流亡者并不重视。例如 1851 年 3 月，由于“对

已经知逍名字的主要革命者采取决定性措施“,“无伤大雅地把这些人放逐

到殖民地”[II •普旮土内务大臣敦促奥地利与忤鲁上联合起来应对英国政

府。去年，奥地利大使曾与英国内务大臣乔治·格雷先生提出过这一问题，

指出“共产上义者同盟成员（具领导人是马克思、恩格斯、鲍威尔和沃尔

弗）县至讨论弑君”．但得到的答复是：“依照我们的法律，只要与英国女

王无关，只要没有制定明确的计划，仅仅对弑君的讨论并不足以构成逮捕

这些策划者的理山 ”'12, 。在回答这些要求时，内务大臣准备做的主要是给

那些流亡者以金钱上的资助，希望他们移居到美国。[n

马克思还在科伦的时候曾拒绝过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中央委员会（它在

1849 年早些时候曾为沙佩尔和莫尔所复兴）的提议，但现在他开始把大员的

精力用在同盟的 T作上。现在还不完全沽楚马克思是如何成为中央委员会成

员的：正式当选是不可能的，但可能被鲍威尔和埃卡留斯推选为新委员，正

像后来的恩格斯和维利希那样。无论如何，他参加了他们两周一次的会议并

最终成为主席。同盟在 1849 年还没有停止活动，虽然中央委员会的六月大会

的报告中 14 说“...…革命团体在去年夏天一度失败在实践上导致了同盟组织

的解体…...中央委员会去年年底以前一直都由于陷千停顿而受到指责＂。这是

夸张f。马克思后来到达伦敦后写追，“我发现那里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工作

又重新运作起来，与重建的德国支部的联系又复活了 “,15] 但是 l849 年晚些

时候的这种整体上的混乱和分散自然减少f同盟的活动 而且就意识形态这

方而讲，这种“秘密宣传团体”（正如马克思对它所做的描述那样[ lb]) 也远

远没有统一起来 确实，并不是每个巾请者都能够成为成员，甚至有个别被

开除现象，但并没有明确的常规一一只要还是完全通过信函和中央委员会

偶尔派特使来传达报告这样的形式来联系，明确的常规也不可能建立起来。

在马克思当时和以后所称作的他的＂党”中，他当然确实坚持了意识形态

的纯洁性，但是这个“党”与同盟绝对没有联系，它也不足完全由同盟成

员组成：它山廿常有限的一些人组成，他们在不同桯度上都了解马克思本

人，理解他的思想并对他貌视别人的卓越才能抱有敬意。

1850 年 l 月，马克思试图在德国重建同盟，他给烟草商勒泽尔（未来

的科伦支部主席，并在后来推翻了国王的证供），写了一封信敦促他，用勒

泽尔的话说是： ＂鉴于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事实上一直是被压制着的，他认

为既然宣传活动只能秘密进行，那么就非常有必要重新建立同盟，于是

要....在科伦建立一个支部，我将竭尽全力建立一个与其他莱茵城市相似

的支部“171 。勒泽尔回答说要求一个公职，这样可以避免有谋反的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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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回信说这些问题需要未来的大会认可，而口前他们应该采取《共产

主义宣言》制定的总方针。

在对德国的同盟进行某种统一的尝试中，中央委员会 3 月份派鲍威尔

去视察，带着一份由马克思签署的指令和马克思恩格斯起草的一份策略指

示。这份著名的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表明f马克思关于策略的想法在过去

一年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 他现在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秘密的和公开的

独立工人政党组织，以与那些正式的民上派柜并立“IRI' 并同意中央委员

会以前要在德国重建同盟的打算。马克思批评一切类型的“民主主义党”,

因为他们代表了德国众多的中下层阶级，从长远来看他们的利益与无产阶

级的利益一定是对立的。在这里，马克思建议道：

……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至多也不过是希望实行了上述要求便赶快

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

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

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

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

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 19] 

所以工人开始时应该支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同时保持自己的独

立性；如果可能的话、还要武装组织。如果这样的革命获得了成功，工人

应该继续努力，实现土地国有化并建立统一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共和国。

马克思在告同盟书结尾提出了“不断革命”的口号，这一口号并不意味着

他相信德国即将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尽管他的确认为这在法国倒是可能的，

并对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比以后要乐观得多。在告同盟书结尾马克思谈到了

＂较长的革命发展道路”，对德国工人提出了决定性的建议：

为了要达到自己的最后胜利，首先还是要靠他们自己努力：他们应

该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地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一时一刻也

不要由于受到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花言巧语的诱惑而离开无产阶级政党

保持独立组织的追路。 [20]

232 



第五部分伦 敦．

当科伦支部发现告同盟书没有谋反倾向时｀就接受f它，并进行刊印。

鲍威尔继续视察德国各地类似的支部。他返回时，经过科伦，那里有一些

对伦敦方面进行的批评，理由是马克思 1848 年巳经解散了同盟，而且目前

还没有正式重建。但这只是科伦支部一小部分人的观点，中央委员会普遍

认为鲍威尔任务完成得是成功的。

德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确切影响很难估计。121J其成员似乎主要是中产

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常常有相当理想的无产阶级蓝图，他们获得实际影响

的唯一方法是依照伦敦支部的规定与 T＿人团体进行接触 这些团体与社会

的直接需要相应．举行公开的选举，对当选代表实行严格控制，并集中于

诸如互助和正规教育等实际活动上户虽然在一些城市中．例如科伦、法兰

克福，同盟成员对一些团体的影响很大，但是伦敦中央委员会 6 月份发表

的告同盟书有夸张的成分．就字面而言不应该完全相信

虽然第二份告同盟书仍然认为＂一场新的即将爆发的革命为期不远

了 “[221' 但口气及目的都不同于 3 月份的告同盟书：面对要独立自主的言

论（例如对在瑞士的德国流亡者组织以及其他所有在德国积极活动的支部

就是这样），它强调f伦敦中央委员会的最高权威。告同盟书对比利时、德

国、法国和英国的同盟支部状况作了相当乐观的叙述，并推迟了科伦先前

要求召开的全体大会 告同盟书在涉及与工人团体和军队的联系中所表现

出来的华而不实风格、缺乏现实主义和过分乐观，使得下面的情况令入怀

疑，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起草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虽然他们从来没有

否认过这份告同盟书，所以一定默许了它的最终形式，甚至恩格斯还重印

了它）。告同盟书没有完全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伦敦支部和科伦支部之间

仍存在着分歧：后者一直把自己看作只不过是一个宣传性质的团体，因此

当马克思责备他们“没有进行积极的活动 ”2“ 时，就愤怒地指责马克思这

种“亳无兄弟情感的行为＂。全体大会预计 9 月份在伦敦召开，但 1850 年 9

月中央委员会的分裂使得这一计划没能实现，

告同盟书还向德国支部宣布了中央委员会与法国和英国的革命政党

进行的联系。马克思 1849 年末曾参加了处千分裂中的宪章运动的左冀组

织的一次晚宴，这个运动以兄弟民主党为人所知，其领导人乔治·哈尼

是马克思前次在伦敦逗留时认识的。在这次晚宴上马克思结识了几位

被流放的布朗基派领导人； 1850 年 4 月创建了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

马克思、恩格斯和维利希代表德国人，哈尼代表英国人，维迪尔和亚当代

表法国人签了协议。六项条款的第一条就显示出了马克思告同盟书的精神，

它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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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的宗旨是推翻一切特权阶级，使这些阶级受无产阶级专政的统

治，为此采取的办法是支持不断的革命，直到人类社会制度的最后形

条款写千法国，由维利希起草。该协会同时还开始进行了革命宣传：

巴特尔米，布朗基最富有才华的学生之一．给他的领袖做了汇报：“我们巳

经开始和德国共产主义者一道起草一本革命手册指南，指南内容包括这次

革命之后人民将必须马上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正 c 协会在共产主义者同盟

的分裂（当时大多数布朗基派站在了维利希这边）中瓦解了。然而，它毕

竞取得了 1848 年后欧洲左冀的暂时联合，并成为第一国际的先驱。

马克思 1849-1850 年间的政治活动的关键工作是努力创建一份报刊，

继续发挥《新莱茵报》在 1848-1849 年革命期间的作用。他在离开巴黎之

前，就有了关于办杂志的具体计划，即杂志将成为他分散开了的＂党”的

蜇新结集点。题目定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这表明：首先，它

是从前报纸的继续；其次，一旦“环境允许它回到德国 ”[261 ，就打算把它

变成日报；最后，揭示了马克思认为在社会经济研究和政治活动之间有着

紧密的关联。

1849 年的最后几个月都用来找寻资助者和出版商了。 12 月，共产主义

者同盟的一个会员泰奥多尔·哈根告诉马克思汉堡出版商舒贝特愿意出版

这个评论舒贝特收取收入的一半，来支付出版费，余下的部分，包括发

行（通过委托代理）的费用留给了马克思，他来承担这些费用。共同担负

的是广告费用，希望筹到 500 英镑。康拉德·施拉姆打算在宪章派和布朗

基派资助下去美国，到那里筹资：但是两家的计划哪一个都没实行。出版

还要推迟：原来打算 1 月 1 日出刊，但舒贝特整个 1 月份根本没有收到任

何稿件，这部分也是由于马克思在这月底生了病。 2 月初确实来稿件了，

但巾于印刷商缺少纸张以及马克思的＂令人头痛的字迹 ”[2“极难辨认，印

刷又被推迟了。此外，舒贝特还担心可能遭到迫害，他认为马克思作为编

辑，应该把他文章的调子缓和一下，因为“任何人毕竞都不能像他那样能

够驾驭语言”「281 。原定于 1 月份发行的 2 500 份， 3 月初终千开始了；到 5

月中旬为止，极快地接连出了三期。但是，与舒贝特的关系迅速恶化了：

舒贝特很迟才寄去杂志销售的信息，他不经过商量就裁减文章，而且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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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按照要求刊行。销售的收入极其微薄， 5 月份燕妮·马克思写信给魏德

迈诉说苦衷，说不可能辨别出谁的行为是最糟糕的，＂……是书商或者经理

和科伦友入的拖延呢，还是民主派的全部行为"[29) 。对舒贝特的指责当然

是正当的，但《评论》的风格过于注蜇知识性，没有造成广泛的影响。科

伦支部的一个领导人罗兰特·丹尼尔斯写信给马克思：“只有这个团体中比

较有知识的人和为数不多的具备一些历史知识的中产阶级才会对您每月刊

物中的革命感兴趣”

这个夏天，《评论》暂时搁浅了；最后一期（双刊号）的出版是在 11

月。马克思认为舒贝特不尽职，以至于他（不成功地）要想办法起诉他。

他还计划着以季刊的形式继续在科伦办《评论》，或者换一种方法，在瑞

士出版。这些计划都没能实现。

很难看清楚《评论》一或者它的确打算要给共产主义者同盟以思想

上的指导 在这种环境中本来应获得什么样的成功：这两者都依赖于

1848—1849 年革命所产生的热情以及对类似骚乱浪潮很快到来的期待。这

些希望在所有的流亡者中普遍存在，包括马克思｀在离开巴黎之前，曾告

诉拉萨尔，他希望来年初那里会爆发一场革命运动。事实上，马克思在

《评论》（它的目的是要“详细地科学地研究作为整个政治运动的基础的经

济关系”[JOI) 上发表的文章表明他进一步认识到他的政治目标的经济学前

提当时还不具备。

在最初发表在《评论》中的文章中，马克思写道：“目前这个表面平

静的时期，正应当利用来剖析前一革命时期．．．．．＂们，这是马克思打算给

《评论》写的主要文章之一，这些系列文章标题都冠上了 “1848 年至 1849

年＂。恩格斯后来以《法兰西阶级斗争》为题把这些文章重新出版。文章

被正确地评论为“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义观点……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

次尝试”I 32] 。

《法兰西阶级斗争》以富有才华和流畅的笔触描写了阶级和经济利益

背景下法国 1848 年至 1849 年间不断变换的政治场面，，马克思对最近革命

起义失败在整体上作了公开评论：

除了很少几章之外， 1848—1849 年的革命编年史中每一较为重要的

篇章，都题名为革命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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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这些失败中陷于灭亡的不是革命。陷于灭亡的乃是革命前

的传统的残余，即那些尚未发展到尖锐阶级对立地步的社会关系中的产

物；陷于灭亡的是革命党在二月革命以前没有摆脱的一些人物、幻想、

概念和方案，这些都不是二月胜利所能使其摆脱的，只有一连串的失败

才能使它摆脱。

总之，革命向前进展并为自己开拓道路不是由于它获得了直接的悲

喜剧式的胜利，反而是由于它产生了一个团结而坚强的反革命，即产生

了一个敌人，而主张变革的党只是在和这个故人做斗争中才发展了真正

革命的党。r31 j

马克思继续对七月下朝进行了分析，把它和合资公司进行了类比，由

千其不断地处于破产的边缘，以至千银行家和经纪人进行债务投机，以摧

毁小投资者。，引结果，普遍的不满带着英国 1845-1846 年工商业危机对法

国工业的严甭影响涌进f革命。而在二月事件只是反映出各个阶级之间早

己产生出来的分歧之后，临时政府成立f C 正是对千自己过去在德国做法

的某种程度的批评，当时马克思宣称，工人抱有与资产阶级一起或在法国

一个国家内获得解放这样的希望，这是一个幻想匕马克思继续论述了 5 月

选举结果必然足资产阶级共和国，工人反对它只能是徒劳。但正是他们的

失败为将来的胜利作了准备：

，王口们一
．．．．．，只有六月失败才造成了所有那些使法国能够担起欧洲革命首倡

作用的条件。只有浸过了六月起义者的鲜血之后，三色旗才变成了欧洲

革命的旗帜－红旗！

于是我们高呼道：革命死了，革命万岁！［35)

马克思的第二篇文立讨论 r 1848 年秋新确立的政治制度的矛盾及其赋

予路易·拿破仑（他在 12 月份的大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的诸种机

会。拿破仑是农民幻想中的唯一入物。对无产阶级来说，他的当选意味着

取消资产阶级共和主义，意味着为六月失败复仇。对小资产阶级来说，这

意味着债务入统治债权入；而对大资产阶级来说，拿破仑意味着他们要同

自己以前的坚定联盟、具有潜在进步性的团体进行决裂。”这样”，马克思

说，“法国一个最平庸的人获得了最多方面的意义。正因为他没有任何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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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所以他能表明一切， 只是不表明他自己。”心

第三篇和最后一篇文章写于 3 月，大约与 3 月份的告同盟书以及与布朗

基派建立伦敦联盟是同一个时间）文章分析了对立党派中存在的不同因素。

马克思在这里注意强调了“小资产阶级”或者“空论的“社会主义（他尤其

认为普鲁东是这样的社会主义）与布朗基派的革命社会主义之间的不同：

这种乌托邦，这种空论的社会主义．想使全部运动整个都服从千运

动中的一个段落，用个别学究的头脑活动来代替全部社会生产，而主要

是幻想借一些细小手法和巨大伤感情怀来消除完全必要的阶级革命斗争，

其实它只是把现代社会理想化，把这个社会描绘成一幅没有阴暗面的图

画，并且力求违抗这个社会的现实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3 所以，当无产阶

级把这种社会主义让给小资产阶级，而各种社会主义首领间的斗争又表

明每个所谓体系都是特意强调社会变革中一个过渡段落以与其他各个段

落相对抗时，无产阶级就愈益团结在革命社会主义周围，团结在被资产

阶级叫作布朗基思想的共产主义周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间断革

命，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把这种专政作为必经的过渡阶段，

以求达到根本消灭阶级差别，消灭一切产生这些差别的生产关系，消灭

一切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改变一切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

出来的观念。[37 l 

这篇文章结尾处用典型的乐观主义官称反动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只不过

是“革命的温室”38 l 。

这种乐观主义还反映在马克思恩格斯 1850 年前几个月为《评论》所写

的关于时事的深入评述中。在法国，“当然，反动势力加强的同时，革命政

党的力量亦在日益壮大”,“过去一向在政治上死气沉沉的农民阶级也被卷

入运动，被吸引到革命中来了 “l39] 至于英国，那里生产力的惊人发展甚

至将很快超过南北美洲和澳洲市场：恐慌最迟在 7 月或 8 月会随之而至，

”这次危机由于必然跟大陆的重大事件一起爆发，所造成的后果会与以前历

次危机完全不同 “r401 。马克思当时和以后都坚持认为工业危机将会带来革

命，而不是相反。 1849 年 12 月他写信给魏德迈，认为革命在下次危机之前

过早瀑发”是一种不幸，因为现在正好是贸易口益扩大的时候，法国、德

国等地的工人群众，以及整个小店主阶层等，也许在口头上是革命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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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实际上当然不是如此“I •1 。

文章接着对美国的工业潜在能力作了深刻评论，认为加利福尼亚金矿

的发现，其意义“超过了二月革命”「42 _入口向西部的迁移以及铁路方面

的惊人发展都说明纽约和旧金山正在成为世界的贸易巾心，而这个中心到

目前为止是伦敦和利物浦 3 马克思接着写道：

世界交通枢纽在中世纪是意大利，在现代是英国，而目前将是北美

半岛南半部……由于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开采和美国佬的不断努力，太平

洋两岸很快就会像现在从波士顿到新奥尔良的海岸地区那样人口密集、

贸易方便、工业发达。这样，太平洋就会像大西洋在现代，地中海在古

代和中世纪一样，起着伟大的世界交通航线的作用；大西洋的作用将会

降低，而像现在的地中海一样成为内海 r 礼

欧洲国家避免工业、商业和政治上对美国的依附，唯一的希望就是

”进行社会革命；这个革命现在还不算迟，还能够根据现代生产力所促成的

生产本身的需要来改变生产和交换的方式，这样，就可以创造出新的生产

力，保证欧洲工业的优势，从而使地理上的不利条件得以弥补”[44] 。在这

篇文章将近结尾处，马克思对中国新近开始的礼会主义，以及在与西方接

触中产生的社会剧变进行了评论，认为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

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I 45 0 

写于 4 月份的评论时事的第二篇文竞，比较具体地讨论了欧洲革命的

种种可能性。马克思认为由于英国特别是主要在羊毛业上的过分投资．危

机正日益迫近。这一危机与即将发生在大陆上的动荡的和互作用，将给后

者以“鲜明得多的社会主义性质”[ 46 I 在英国，工业资本家将代替辉格党

和托利党，把议会的大门向无产阶级的代表敞开，以此“把英国卷入欧洲

革命”[47] 中来，从而促成危机的爆发 后来《评论》在准备印刷之前加了

一篇评注，承认了 19 世纪 50 年代早期经济形势曾略有改善，然而他仍宣

称，“商业危机和革命一并产生的现象也愈来愈不可避免“I 4R] 。但是几个月

后，这种短暂的乐观主义观点越来越难以维系 马克思由于 1850 年夏天进

行的对近十年来经济历史的系统研究，致使这种乐观主义彻底烟消云散了。

这年 6 月，马克思得到了一张英国博物馆阅览室的出入证，他在接下

来的几年中经常使用 L 7 月至 9 月他一直在那里阅读，主要阅读伦敦《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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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家》的过期杂志。他得出的主要结论，正如恩格斯后来所说，是“从

1848 年年中起开始逐渐屯新到来而在 1849 年和 1850 年达到全盛的工业繁

荣，是新近加强了的欧洲反动派的振奋力卅”49 n 研究结果在 10 月为《评

论》的最后一期写的长篇时巾评论中得到『详细论述｝马克思坦率断言：

“最近 6 个月的政治运动跟 6 个月以前的政治运动有本质的不同 “[50] 。这一

变化的“实际基础”是开始f 1848 年的英国繁荣期 1845—1846 年的危

机是由于过剩的生产力以及伴随石的在铁路、钢铁、棉花、上豆方面过多

的投机 随珩 1848 年经济的稳定，额外的资本投资在增加，投机变得不那

么容易了。这一短暂的繁荣时期最引人注口的明证是策划了 1851 年的博览

会，这个现代罗马的“百神庙心］。美国也出现了类似的繁荣，这种繁荣

曾得益于欧洲的经济萧条以及加州市场的开拓。新近繁荣的英国和美国又

反过来影响法国和德国，后两者都依附于英国这个“资产阶级世界的造物

主”I s2J的经济形势。

这一详细探讨的结论是：

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资产

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还谈不到什么真正的

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发生矛盾

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大陆的秩序党各派的代表目前所进行的无

休止的争吵是彼此为了使对方丢丑．而决不能导致新的革命；相反的，

这种争吵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目前社会关系的基础十分巩固－这一

点反动派并不清楚一一－，十分资产阶级化。一切想阻止资本主义发展的

反动企图都会像民主主义者们的一切道义上的愤港和热情的宣言一样，

必然会被这个基础碰得粉碎勹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

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像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 511

1851 年未，路易·拿破仑夺得『法国皇帝的位子，巩固 r 1848 年革命

后的反动力员。马克思马上写了一系列文章，标题是《路易·波拿巴的雾

月卜八日》，由他的朋友魏德迈在一家存在时间较短的纽约杂志上发表。这

些文章组成了马克思极富才华的政治小册子。这个题目暗示了 1799 年拿破

仑一世政变的日子。马克思注意考察了 1851 年 12 月路易·拿破仑事件重

现的社会经济背景。在该著作的第二版序言中，马克思把自己的方法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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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两位论述同一问题的著名著作——维克多·胡果和蒲鲁东的著作作了对

比，认为胡果只是进行了尖刻和俏皮的攻击；而蒲鲁东则是想把政变描述

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结果变成了对政变主人公的历史辩护。马克思写

道：”相反，我则是说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

个平府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I 可

文章开头用黑格尔的话证叭了世界历史中一切具有蜇要作用的事件和

入物都出现两次｀并补充逍：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

出现。两个波拿巴也是这样。他继续写道：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

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

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9 一切巳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

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

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

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

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551

马克思用这些观点分析了 1848 年革命，并把 18 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

和 19 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作了区分－前者突飞猛进，好像是被五彩续纷

的火光所照耀，但为时短暂；后者则进程缓慢，常常停下脚步，经常作自

我批评。马克思转到最近的政变上，认为不能接受国民已经失去感觉的托

词：“民族和妇女一样，即使有片刻疏忽而让随便一个冒险者能加以奸污，

也是不可宽恕的 这样的言谈并没有揭穿哑谜，而只是把它换了一个说法

罢了。还应当说明，为什么三千六百万人的民族竞会被三个衣冠楚楚的骗

子弄得措手不及而亳无抵抗地作了俘虏呢。”「56]

接着马克思总结了《阶级斗争》一书中探讨的历史时期。波拿巴成功

的原因是他以“慈善会”为幌子组织起了巴黎流氓无产者，自任首领。然

而，这种直接的力拭为了波拿巴的利益必须反对一些长期存在的事物。首

当其冲的是旧金融贵族，他们“把总统每次对它那些看来是自己代表们的

胜利当作秩序的胜利来欢呼＂。这样做的原因是很明显的：“既然在一切时

代国家政权的稳定对整个金融市场和这种金融市场的牧师们来说是摩西和

先知，那末现在、当任何洪水都有把旧的国家连同旧的国债一并从地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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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去的危险时，又怎能不是这样呢'1"157

工业资产阶级也在路易·拿破仑身上看到了他正是结束最近混乱局面

的入。这部分阶级”为了保持他们的公共利益，他们本阶级的利益、他们

的政治权力而进行的斗争，是有碍千他们私人的市悄的，因而只是使他们

感到痛苦和烦恼"「58] C 当商业情况良好的时候，商业资产阶级狂暴地反对

任何的议会斗争，生怕这种斗争会使商业吃亏。当商业境况不佳的时候，

商业资产阶级就抱怨议会斗争导致了政治局势的不稳c 185] 年法国的确经

过了一场较小的商业危机．这场危机加上不间断的政治动荡，使得商业资

产阶级大叫：“没有终结的恐怖，还不如令人恐怖的终结！”［5“ 波拿巴很好

地理解了这种叫喊声。

马克思文章最后一部分较为认真地考察了波拿巴政权的阶级基础。对

马克思来说，这似乎是不存在的：“斗争的结局，好像是一切阶级都同样软

弱无力和同样沉默地跪倒在枪托之前了““° 文章解释道，革命巳经可以

使议会权力臻于完备，只是以便推翻它；而现在使行政权力臻于完美，以

便接着摧毁它。马克思概述了官僚政治的历史：

这个行政权力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

机器，有五十万人的官吏队伍和五十万人的军队｀ ＿~这个俨如密网一

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是在君主专

制时代，在封建制度崩溃时期产生的｀同时这个寄生机体又加速了封建

制度的崩溃 0 [61 l 

1789 年革命期间以及后来，官僚为资产阶级进行阶级统治作了准备；

在路易·菲利浦和议会制共和国时期，官僚仍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在第

二个波拿巴统治时期，“国家才似乎成了完全独立的东西 ”[62] 。接着马克思

马上论证道：“虽然如此，国家权力并不是悬在空中的。波拿巴代表一个阶

级，而且是代表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一小农 ”l63] 这些衣民利

益的一致并不能使他们联合起来，因为他们实际上是处千互相隔离的状态。

因此，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 而拿破仑依靠的农民，

法国土地所负担的抵押债务每年从这些衣民身七取得的利息，等千英国全

部公债的年债息的总额 最后，军队已不再是农民青年的精华，而是“农

民流氓无产阶级的败类了 “I 64 。这样，按照马克思的论述，拿破仑一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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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主要方面 独立的小农，支持强大的中央行政的税收，以及来自农

民的数拟庞大的军队一在路易·拿破仑的统治中已经完全堕落了。然而，

中央集权制巳经确立，这将是未来社会的一个霍要特征：

打碎国家机器丝毫也不会危及中央集权制

权制还受其对立物即封建制度累赘时的低级和杻糙形态。法国农民一旦

对拿破仑帝制复辟感到失望时，就会把对于自己小块土地的信念抛弃；

那时奠立在这种小块土地上面的全部国家建筑物，都将会倒塌下来，于

是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

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t65

注意到下面这一点是有意义的：上面这段话把中央集权制作为一种进

步因素加以强调，而在 1869 年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第二版

中就略去了这一点。

仅仅作为一场新的危机的结果新的革命才是可能的，这个结论标志着

马克思的政治行动主义第一阶段的结束；接着他转向了 19 世纪 40 年代末

中断了的经济学研究。自然，马克思思想的含义是许多共产主义者同盟成

员宪全不能接受的。在伦敦，这种立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维利希。

马克思和维利希之间的不同不仅仅是思想学说的不同。维利希来自千

古老显赫的家庭。甚至有传闻说（维利希没有澄清这个传闻）他是霍亨索

伦王室的后裔。他 12 岁就成了一名职业军人，表现很好。在 1849 年巴登

起义中恩格斯是他的副官，对他评价道：“维利希在战斗中勇敢、沉着、机

智，同时能迅速而准确地弄清情况，但是在不作战时他却或多或少是一个

无聊的思想家”i66.c 维利希一到达伦敦，凌晨就闯入马克思家似乎给马克

思一家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当时他身着华丽的服装．过分和善。燕妮甚至

认为维利希企图引诱她．一她后来写道：“他要来看我，因为他想追逐居

住在每一个婚姻中的小虫，诱使它出来 ”[67] 。无论如何，马克思嫉妒维利

希华丽的举止是很自然的，正像维利希出于以下原因对马克思感到愤怒一

样：马克思对立刻进行革命斗争的热情日益衰减，以及马克思把入类分成

马克思和其他人的这种独裁倾向（照维利希的话说）。还有，维利希的朋

友们在他们之间做了一个越来越令人不快的对比：“知识分子“马克思，

和他的家庭住在一起，在英国博物馆进行研究，做经济学理论的讲座；“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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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实际＂的维利希，住在逃难工人中的单身汉，和工人一起经受艰苦的环

境，认为一切都是“这样简单”68 I 。马克思也许博得了工人们远距离的尊

敬，但正是维利希嬴得了他们的热爱

这些不同很快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由于马克思的提议，维

利希巳经成为其中的一员）中引起了纷争Q 1850 年春，维利希和恩格斯之

间发生了极为激烈的争吵，并拒绝中央委员会对他们的任何调停。 8 月，

马克思反对维利希给中央委员会提出他们应该和其他民t派流亡者组织组

成统一战线的建议，流亡者委员会也发生f同样的意见分歧；在这里，当

维利希发现自己是少数派时，他就放弃了，而把这个分歧带到了团体大会

上，在那里赢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马克思发现自已被左翼包围，他们把

他称为“反动分子”，因为他为《共产主义宣言》侣议的一些策略作辩护。

这样，由千力址增强了，维利希 9 月 1 日在中央委员会上进行了反击，当

时激情被调动起来，以罕于维利希提出要和马克思决斗。马克思早已不再

是波恩的一名大学生，所以鄙弃了这个提议。但康拉德·施拉姆，马克思

把他描写为他们的团体中的派尔希·ffi特斯伯，他不顾马克思的劝阻接受

了维利希的挑战。决斗在奂国为非法，因此他们乘夜船到了奥斯坦德0,

维利希由巴瑟米陪同。关于这件事，李卜克内西留下了下面的一段记述：

第二天夜里，马克思家的门是开着的，他不在家，家里只有马克思

夫人和琳薪。巴瑟米动作僵直地鞠了一躬，走进来，用沉郁的声音回答

了焦急的“怎么样？＂的问题：“子弹击中了脑袋！＂施拉姆头部中弹，之

后又僵直地鞠了一躬，转身退出去了。你可以想象得到马克思夫人处于

麻木状态中的恐惧；她当时知递自己可怕的直觉并没有欺骗她。

一个小时后，她对我们讲了这个令人悲伤的消息。当然，我们认为

施拉姆永远不会回来了。第二天．当我们正伤心地谈到他的时候，门开

了，一个人走进来，头缠着绷带，但带着苍白的笑容，正是我们悲悼的

人。他讲述递．他中了弹，昏迷过去。当他恢复知觉的时候，他自己躺在

海岸上，旁边是他的决斗助手和他的医生。维利希和巴瑟米巳乘上来时

的船返回了。施拉姆跟着乘上了随后的一条船。伈列

句 比利时西北部港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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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尤具是在维利希凭自己的权威召开t次同盟伦敦

成员全体大会之后c 因此，／切克思退出（流亡者委员会，并召开了中央委

员会蚁后沙次大会。大会j..9 月 15 11 fl月．，他在会上以主席的身份发表了

长篇演说，内容是二个建议。第．，他建议中央委员会迁到科伦；他曾反

对了沙佩尔先前的要在科伦建立个德区部委员会的提议，而现在伦牧出现

f大的分裂、致使在英国不能实行h效的领计。第二．新的中央委员会应

该制定新的草程．因为 1847 年的旧名程和 1848 年软弱无力的条款已经不

适合当前的形势，也不为入多数同盟成从所迨守了。第三，伦敦应成立两

个完全独立的区部｀这两个区部与f:'I 伦的中央委员会直接进行联系，这对

维护同盟的统一是必要的．囚为少数派最近的观点表明这两个区部之间存

在打重大的原则性分歧。马克思继续说迅：

他们用逢迎德回手工业者民族情感的梅意志民被霓点代噜宣言岭全
面的霓点……他们不是把现实关系、而是把意志描绘成草命中的主要东
酉。载们对工人们说：为了政变现存条件和使自己有进行统治的能力，

你们或许不得不再经历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内战；而他们却相反

地对工人们说：我们必须马上夺覃疚权．要不然我们就躺下唾大觉。他

们薨雀使用的“无产骨彖”这个词正像民主派使用的“人民勺过个填牙！
吐一句支谚。”“这句谛，他们不得不把一妍小奏户彖癡患矗嗳
和售，逾麓是也他们山如的［实际上］是代最小簧产彖？算亭
产渚0印

在结束时，马克思说多数派究令有权把少数派驱逐出同盟，但是这有

损于这个“党”的利益，他认为自己找到了既可以分道扬镌而又不至于引

起党的分裂的途径。他希望他这边最多有 12 个人，这样他将自然地退出这

个协会。

接若沙佩尔进行了充满激悄的、佷不连贯的发言。他宦布自己同意马

克思的前两个提议，但不同意第三个，因为第三个提议太敏感。他们应该

分成两个同盟．＂一个是为那些靠笔杆活动的人而组织的，另一个则是为那

些用其他方式活动的人而组织的＂ ＂。最后、他不认为资产阶级将会在德

国掌权．因为这脱离了无产阶级为行整体目的而进行的运动。马克思回答

追，他的建议是保证了完全的独寸，但同时也保持了同盟的统一 接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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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沙佩尔关于下次革命的观点作了评述：

无产阶级即使取得政权，它推行的不会直接是无产阶级的措施，而

是小资产阶级的措施。我们的党只有在条件允许实现它的观点的时候，

才能取得政权。路易·勃朗便是一个说明取得政权为时过早会得到什么

结果的很好例证。况且，在法国无产阶级将不是单独地，而是跟农民和

小资产者一起取得政权，因此必须推行的不是自己的，而是它们的

措施。「72 J

埃卡留斯发言支持马克思．之后，维利希一言不发退出了会场，马克

思的提议被采纳，获得了 6/10 可能票数的支持。

科伦支部现在达到了（与马克思一致的）管理该同盟的雄心，在它的

鼓励下搞一些耳目一新的活动，虽然维利希—沙佩尔支部很可能博得了大多

数德国同盟成员的衷心支持。马克思及时制定了新的章程，伦敦成员大会

接受了。此后，他似乎对同盟的活动缺乏热情，而把自己大部分的精力投

入到了经济学研究。然而， 1851 年 5 月，德国大范围的逮捕行动（这意味

着同盟活动的实际结束）迫使马克思证明自己的巩固地位。 1850 年 5 月弗

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险遭暗杀，同年金克尔又从监狱逃走，至此之后，普售

士当局加大了打击破坏性因素的强度。[7“ 彼得·诺特荣克是一位熟练的裁

缝，科伦中央委员会成员，在莱比锡办理同盟事情的途中被捕：在他身边

发现了一些《共产主义宣言》印刷本、马克思 3 月份的《告同盟书》、 12

月份科伦的《告同盟书》、新的章程以及一系列的通信地址，这使得当局

逮捕了科伦委员会的其他 10 名成员。这种迫害一开始并不成功：这次逮捕

之后的 6 个月的调查只不过显示了被控告者是宣传性团体的成员，并没有

显示任何推翻现政权的密谋或策划；莱茵地区的司法当局（它还存在着从

法国占领时期中就保留着的比较宽松的法律制度和对普鲁士的反感）正当

地宣称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可以进行审判。但是，结果却不是释放而是进

一步关押，在此期间，政府代理者施梯伯努力搜集必需的证据。

马克思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为被告募集钱财并组织朋友给尽可能多的

英国报纸写信，抗议没有经过审判就关押。然而，公众的意见并没有被压

制住，《泰唔士报》宣称；“如果这一帮人被认为是｀坚定的家伙＇，而不

是谋反者，那么处理他们将更多的是依据他们诚实的品格 ”[74 j。 1852 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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夭审判一再被推迟，最后终于在JO 月份进行，控告所显示的是它曾收集了

很长时间的证据，不过它只是试图把马克思和科伦共产主义者与维利希巴

黎朋友的一些较为古怪的计划联系在一起一出事的主要证据是一个笔记

本，里面有最近在马克思的领导下在伦敦举行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会议记录。

笔记本纯是施梯伯代理者中的一个人在同盟前成员希尔施的帮助下伪造的。

它并没有试图模仿李卜克内西和林格斯这两个假想中的会议记录者的笔迹。

事实上，林格斯是该支部的成员，他当时几乎不知道怎么记录，而李卜克

内西起初就错了。马克思去了两次马尔伯勒街道治安法庭，鉴别李卜克内

西真手迹的样本，并支持了与他们在一起的那间公众房屋主人的证词，该

房屋主人愿意证明当时不曾有会议记录｀而上面的会议时间无论如何也是

不对的。这一点连同其他的信息不得不用几份复印件寄给科伦的被告律师。

燕妮·马克思描述了他们家发生的事情：

……所有这一切，就是目前警察当局为一方和我丈夫为另一方之间

所进行的斗争。他们把所有的一切，把整个革命，甚至把对诉讼的领导，

统统归罪于他...唷 .. 

............ 

...…我们这里现在有了整套办事机构。两三个人写东酉，另一些人

跑腿，还有一些人筹集便士，以便使写东西的人能够生活下去，并能把

前所未闻的丑行的证据端到 1日的官方世界的面前。再加上我的三个活泼

的咳子又唱又叫．他们常常被他们的严厉的爸爸赶走。真是热闹极了。”“

他们成功地揭穿了案件中的伪造文件、但陪审团仍然判定大多数被告

有罪。对共产主义者亳无好感的普鲁土外交官万哈根·冯·恩赛写道：“一

次堕落的、完全不公正的审判 ”76 0 

这次事件还有一个令人沮丧的结果：在案件期间，马克思已经开始写

了一篇文章，把案件的主要事实摆在公众面前。这是马克思手稿的典型风

格，它已经扩展成了一本小松题名为《揭霹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

思把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分裂公布千众，并用大址的文稿论述了普彴士警

察所用的手段9 因为马克思感到不得不脱离维利希－沙佩尔一派的计划和密

谋，他解释说他这一派打算“将来成立一个对立的党””“．这样他将不参

加任何马上进行革命颠塑的同谋中去 瑞士印刷了 2 000 册，越过边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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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到了普鲁士，贮藏在一个小村庄里，但很快被发现，全部被警察没收。

这本书还在美国以一种较小的版本出版，但几乎没有流入德国。

随着科伦委员会成员的被捕，同盟在德国不再以有组织的形式存在。

有 15 到 20 个活跃的伦敦小组 1851 年定期聚会，刚开始时是在索荷广场，

每周二晚举行；接着在该市的法林顿街，每周四举行；最后 (1852 年间）

在索荷广场王冠街的玫瑰王冠旅店，每周三举行C 「7“ 马克思主持聚会，其

成员称该小组为＂犹太人的聚会”或“马克思团体”[79: 。科伦案件结束不

久，同盟基于马克思的建议解体，建议称同盟在伦敦和大陆继续存在都

“不再合适＂ 1MOl 。同盟中的维利希这一派不久停止了活动。接下来的 10 年，

马克思没有参加任何政党。

二流亡者的政治

虽然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解体使马克思从活跃的政治领域完全退了出来，

但他在整个 19 世纪 50 年代都一如既往地勤勉，并且常常是伦敦流亡者各

种密谋计划的讽刺观察家。这些流亡者不可能在自己国土上参与本国政治，

千是就沉沺于在伦敦进行狂热的政治短搏，虽然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和社会

主义者之间存在着充分的思想差异。结果是各种计划、委员会和联盟的不

断变化的万花筒，即使在最大的流亡者团体－德意志同盟(the Ger

mans) 一—－中也没有丝毫改变，该同盟的派系让迷惑不解的赫尔岑在数蜇

上与 40 倍千传统认为可以在莫斯科找到的 40 座教堂进行了类比。共产主

义者同盟中的敌意只是增加了已经存在的裂痕。马克思的支持者（除了李

卜克内西，他勇敢地面对了他的愤怒）都巳经从大磨坊街的协会中退出来

了，但是，协会仍然在维利希的领导下运转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维利

希－沙佩尔小组也是这样。这个小组宣称组成了真正的中央委员会，逐出了

马克思一派，并在小捆子中给它的成员宣布道：“我们过去认为，并且现在

仍然认为，如果有了正确的组织，我们的党将能够在下一次革命中为了奠

定工人困体的基础而实行这些措施“[811 。裂痕由于鲍威尔和普芬德因协会

资金的侵占而进行的并不成功的起诉而公开化、这一裂痕很快由于“平等

宴会”的机缘扩大了．“平等宴会”是 1851 年 2 月 24 口为纪念 1848 年二

月革命在伊斯林顿的高木仓旅店举行的纪念会。

这次宴会是山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组织的，与赖德律－洛兰“激进”

宴会相对立。勃朗依靠了伦敦共产主义者的支持，维利希主持了该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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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派了两名“奸细”一皮佩尔和施拉姆。但他们被发现，并被用暴

力扔了出来，甚至在这击过程中（按马克思的说法）掉了数缕头发 这次

事件的发生意味着马克思除了离开了他的团体聚会之外，他还被其他的流

亡者孤立了 “马克思过着一种真正的退职生活＇｀．皮佩尔给恩格斯写道：

”他仅有的朋友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劳埃德．当你拜访他的时候，你

听到的是经济学的范畴、而不是抱怨””。而马克思坦承，面对这种情况

他很愉快，同月给恩格斯写信道：

一声I --- --- - --——- -. - - -..一.I 
……我却很喜欢你我二人目前所处的真正的离群独居状态。这种状

态完全符合我们的立场和我们的原则。一系列的互相让步，出于礼貌而

不得不容忍的模棱两可的作法，以及必须在公众面前同所有这些蠢驴一

起对一些可笑的事情分担一部分责任一一月肛生必须抛弃这些。[83]

然而，马克思越来越离群索居，并有些剕苦，他亳不容情地把他的嘲

笑对准他的流亡伙伴。尤其是维利希．成了他极力挖苦的对象，例如他把

他描写为＂肮脏的、不像样子的和可怜的"(ij叶就很典型 与此同时，马克

思又禁不住抓住有关流亡者活动的每－丝消息，甚至有时候自身陷入他如

此鄙夷的密谋中 例如， 1850 年晚些时候，施拉姆曾给维利希写了一封

信，是关于德国革命的奇异的计划．请维利希来负责。他以科伦支部海尔

曼·贝克尔的名义签了名。维利希跌入了陷阱，用立刻进行革命的大胆计

划回了信。马克思预见到了嘲笑维利希的绝好机会，并试图得到维利希写

来的信，但没有成功八马克思的苦楚因维利希与“耶稣基督“金克尔（正

如马克思喜欢称呼的那样）的联合而增加了。金克尔曾千 1850 年底到达伦

敦，他以一位年轻的革命作家获得了声望，这种声望因他从普鲁士监狱中

不平凡地逃脱进一步提升了口圣约翰树林中有一个宫有智慧的德国流亡者

团体，金克尔经常去那里，并用一人一几尼(J)的方式进行公众讲演，很快

便赚了足够多的钱，以至把一架埃弗洛德豪华钢琴送给妻子作为礼物。接

下来是更为宏伟的计划： 1851 年晚些时候｀维利希和金克尔制定了一项

”为了促进即将到来的共和革命”的德国革命借贷的计划（这是受了马志

尼为欧洲民主主义举办了获得极大成功的“先令基金”的启发），金克尔

心 几尼．英国的旧金币，伯一镑一先令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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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美国做计划官传。目标是两百万美元、但实际上只借到几千美元。这

笔钱在流亡者中引起了更多的纠纷之后，就进入了伦敦威斯敏斯特银行地

窖－ （数年以后）它帮助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党， l851 年 8 月团结流亡者

的短暂努力并没有获得成功，两个主要的派别：由马克思的宿敌卢格领导的

激进共和党人和由金克尔与维利希领导的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分歧仍然存在。

1851 年底，更多的流亡者从德国到来，恰逄协会内部对维利希策略的

不满情绪在增加。他的巴黎支持者的被捕以及拿破仑政变使得他的革命计

划的合理性越来越小 这种不满情绪由于马克思通过李卜克内西散播的谣

言加剧了，谣言说维利希秘藏了本该属于流亡者的钱财。 12 月，一些工人

在马克思的支持下，形成f大磨坊街协会的反对派，退出该组织，并建立

了一个新的协会，新芭程是由马克思起草的 它的领导入是哥特利布·施

泰翰，一位桌匠，曾是汉诺威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人之一 马克思写信给

魏德迈：

三
你还可以报道，在伦教成立了一个由施泰翰领导的新的工人协会，

它将同“流亡者”、“鼓动者”和大磨坊街协会一律不发生联系，并具有

严正的宗旨。

……你知道，这个协会是我们的，尽管我们只是派去了我们的青年；

我这里指的不是我们的工人，而是我们的“有学问的人＂。工人全都参加

了这个协会。，85]
- - - -- -

协会大约有 60 名成员，组建中的委员会掌管在“马克思团体”手里。

委员会每周在新牛津街公牛头旅店开两次会，讨论贫困对革命的影响，是

否有因革命利益而进行的全面战争，与其他革命党派联合是否可取，以及

革命之后是否能够消灭贫困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虽然皮佩尔和李卜克内西

的说教观点有时会遭到一些工人的挑战，但他们还是在讨论中发挥了主导

作用。协会还提供英语课； 6 月份政治讨论被取消，代之以威廉·沃尔弗

的中世纪文学课程。然而，协会还是在 1852 年夏末结束了，当时一些工

入，包括施泰翰本人又回到了大磨坊街协会。 86

1852 年间，马克思还写文章，对流亡同伴进行激烈押击。这段历史说

明了当时流亡者政治处千的占怪状态 1852 年 2 月，匈牙利陆军上校班迪

亚与马克思进行了谈话，他是马克思前两年结交的熟人，当时共产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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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正努力与其他革命团体进行联盟 班迪亚来自一个小的贵族家庭；

1850 年成了一名奥地和司谍；接着去巴黎，在那里成为匈牙利、奥地利和

德国政治流亡者的联合委员会副主席，该委员会 5/7的会员是职业间谍！

班迪亚与金克尔、维利希和马志尼的接触使得他对维也纳的情况始终很熟

悉，在科伦共产主义者的被捕中他起了作用。他还卷入了 1851 年秋天维利

希巴黎朋友的被捕，后来他本入也被捕，并图谋＂逃＂往伦敦。在那里 2

月份与马克思的会面中，班迪亚避开党派政治的话题，答应匈牙利方面将

给魏德迈报纸提供帮助。马克思对此印象颇为深刻，同意了班迪亚的请求，

写几篇德国流亡者领导人的短篇传记，给在巴黎的匈牙利人使用。 5 月末，

班迪亚通知马克思，说他巳经找到了愿意为该传记扩充版本出 25 英镑的德

国出版商。马克思丝亳没有怀疑（班迪亚最近曾拒绝马克思请他参加共产

主义者同盟会议的邀请），着手开始写作。开始的时候，原来《新莱茵报》

的一位工作人员恩斯特·德朗克帮助他，后来恩格斯帮助他。当最后草稿

完成的时候，马克思与恩格斯 5 月份在曼彻斯特花费了一个月时间。“我们

用这些蠢才做菜都笑出了眼泪 ”I 87]' 马克思给燕妮的信中写道。然而，一

旦寄出去了手稿，出版日期就一拖再拖；班迪亚陈述的理由听起来越来越

不可信，调查表明了班迪亚原来提到的出版商并不存在。最后，马克思得

出结论说手稿已经卖给了德国当局。 88]

1952 年 8 月，进一步的事情发生了，它表明了马克思对流亡者仇视的

态度。谣言落到了马克思身上，在去美国的途中，金克尔说恩格斯和马克

思是“两个流氓，他们在伦敦被工人从小饭馆里赶出来了 “[89] 。他写信给

金克尔：”期待您立即作出解释。沉默将被视为承认。”[90] 金克尔的确立刻

进行了答复，说他在被囚期间，马克思在《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押击他的

文章，所以不想与马克思有更多的牵连。他继续说，马克思不应该相信传

闻，但如果选择相信传闻，那么他可以通过法律的适当程序进行起诉。马

克思确信金克尔不会看任何带有索荷邮戳的信件，所以他“让鲁普斯去温

莎办事时把信投入那里的邮箱。哥特弗利德在信封里看到一张雅致而短小

的情书，上面印有一束五彩的勿忘我花和玫瑰花...... "[911 信中说出了关于

马克思的这个美国旅途中的消息来源，并说金克尔的信提供了“一个新的

确凿证据..…证明上述金克尔是一个既胆怯而又卑鄙的牧师”[92 I 0 

1852 年底，流亡者中的不和开始减弱 恩格斯写道，他与马克思在圣

诞节，＂.....毫不客气地走进金克尔—维利希－卢格一伙常去的酒吧间，挤

在这些家伙们中间，这在半年以前不冒打架的风险是做不到的 "(93] 。金克

尔由千美国之行的相对失败以及有关金钱的争执，他的名声在降低。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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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的名声史快地被摧毁了：巴伦德斯·沔·布吕宁克在圣约翰树林举办了

个德国流亡者领导人沙龙，宙称维利希对她有不合适的举动；之后维利

希很快离开，前往美国了（他写马克思的争吵并没有马上停止、因为他不

得不对马克思在《揭霹科伦八产党人案件》中对他的指控进行回应，他的

同应是题为《马克思博士和他的（揭森〉》的长篇文序．马克思又以《高尚

意识的骑士》为题的讽刺性小册f进行反击 C 至此｀争论结束了匕，维利希

在辛辛那提成了一名新闻工作者．以赞成的口吻评论了马克思后来的作品，

并研究黑格尔。他在美国内战中曾获殊荣，与薛尔曼一起齐步行进到亚特

兰大，离开军队时是少将匕他最后迁居俄亥俄卒玛丽这个地方、在那里成

为最活跃的和最受尊敬的公民之一。超过 2 500 人参加 r 他的葬礼。马克

思并不是那种无限期地争吵下去的人。他并个您在 1875 年的《揭露科伦共

产党人案件》第二版中写有关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内容，在前言中他写

道：“维利希在北芙内战中证明，他比一个纯粹的幻想家要好一些“94 I 。

虽然不同国家的流亡者团体的确（这 kjf们通土兵形成了鲜明对比） t 
分自由地互相来往，但马克思与他们的接触仍然很少。 1850 年他曾与布朗

基主义者有过密切接触，但后者在共产t义者同盟分裂时支持了维利希。

路易·勃朗，呫克思认为他 1848 年以后或多或少地是－个同盟者，也在二

月宴会的韦估中站到了维利希一边。马克思，第二年确实也收到了类似的宴

会邀请，但让燕妮代他去了。他对燕妮描还的＂备有茶和火腿面包的无酒

的聚会”[95] 并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意大利流亡者领导人马忐尼被马克思

冠以绰号”已经当了两年in parLibus 的民 E教会的教皇”96' 他在给恩格斯

的一封信中如下地批评他的策略：

马志尼只知道拥有自由贵族阶层和文明市民的城镇。意大利的农业

人口一一－他们像爱尔兰人一样愚昧地受到剥削、受到系统鞣嘈和控

制－~的物质需要，对千他们的字宙的幻想天堂来说，对于新教的意识

形态宣言来说，自然是大低了。然而，要有勇气才能向资产阶彖和贵族

阶层宣布，走向意大利独立的第一步，就是农民的完全解放和把他们半

佃户的制度转变为自由的资产阶级财产。叩

对于流亡者另一位杰出领导人．匈牙利的科苏特，马克思认为他代表

了＂愚昧的半野蛮民族的粘神和社会水平．这些人还停留在 16 世纪的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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咑状态中 “1Q`。

唯．与咭克思有长期联系的因家团体是宪竞派。宪跤运动高潮过后以

及 1848 年的失败、宪菜运动的绥慢瓦解过程阻碍 r 宪汽运动；到 1850 年，

这一过程九疑加速j＇。与此同时，政府的镇压措施使宪屯派变得更为激进；

19 世纪 50 年代早期，它的两位最h 影响的激进领导人足乔治·朱利安·哈

尼和厄内斯特·琼斯。

哈尼是肯特州－位船员的孤儿．脓个一生都在做宪戏派新闻 T作。恩

格斯早在 1843 年就结识臼也节时他正编辑《北极星》。他是宪音派领导

人中蚊具个国际精神的一个；这－点、迕回他的共和主义｀导致了他 1850

年被迫退出《北极星》二接竹他创让f自己的报纸《红色共和国》，后来又

史名为《人民之友报》，这份报纸 1850 年 11 月公开发行f“公民卡尔·马

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丿＼广－ 1- 义亘言》的第｛个英译本 观点

的相似．加上哈尼有大队的训护者和·份报纸，使得，贝克思试图与他保持

密切的合作。然而哈尼首先足－位实川 1-: 义者；他您意在世界革命共产主

义者协会巾靠近宙克思和布团］从 13义者，同时他又做祚必然使他疏远马克

思的 'l讨伈空 1850 年复，哈尼已经深信把国家宪苏协会与正在扩大的（但

不如此激进）联合 L联銡成联盟足必娑的。他们疏远的门接原因是哈尼亳

尤区别地对伦敦各种流亡者团体的热悄．它们全都是可能节丁《人民之友

报》发表它们的观点。 1851 年 2 月、哈尼的慷慨又扩大 r ：他参加了纪念

波兰爱国者贝姆的－个囚协性渠会，发表f那天晚上最好的演说。该会议

山路易·勃朗和布朗基 E义者文持，沙佩尔曰持。接着又一件事情发生了。

2 月 24 门，哈尼竭力出席 rl1 祛国竞争派别组织的宴会。施拉姆和皮佩尔

（冯克思的两个年轻追随者）被逐出山路易·勃朗组织的会场，这个大事

件发生时有 700 多人在场｀大部分足德国人；当时哈尼没有积极进行反对。

马克思表示厌恶“哈尼不倦地向渺小的大入物们表示的这种公开的阿谀奉

承“r..＇，把哈尼描写为特别容易感动｀有时候不能自己，是“太容易受感
动的平民”100 。关于 2 月 24 「l 的货会．他这样写信给恩格斯：

哈尼之所以被卷入整个这件事情中去，首先是由于崇拜我们旱就经

常嘲笑的那些官方大人物的感情驱使了他。其次，他窖欢戏剧性的场

面……他陷入民主派的泥坑比他愿意承认的要深些。他有两重精神，一

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灌输给他的．一是他自己固有的。(I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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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分歧（恩格斯把它部分地归咎于自己离开 r伦敦，而马克思不能

自由地使用英语） 102 I 标志着马克思和整个宪菜运动的明显疏远。马克思 3

个月后在庆祝罗伯特·欧文 80 寿诞的茶话会上遇见了哈尼勹虽然他们有时

还通信，但在他们下一次见面（在沿铁卢车站的一次短暂偶遇）时1/4 个

世纪都要过去了。[IOJ 1852 年、哈尼辞离宪菜派管理层｀移居英国北部，从

那时起到了泽西；鼓后到美国，在那里继续与恩格斯通信，他对恩格斯一

直有着比对马克思更多的热爱C.

随若马克思对哈尼热情的减弱，他与宪音派左觅另一位领导者厄内斯

特·琼斯的关系加强了 恩格斯 1869 年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到了琼斯的去

世，认为他是“政治家中实际 L完全站在我们方面的唯．有教养的英国

人”)04J。琼斯是一位骑兵军官的儿尸职业什师、业余小说家和业余诗入。

他出生的家庭既富裕、社会地位又高，但他放弃了这·切. 1846 年转向了

宪章派 1848 年前后他曾坐过两年监狱．一获得释放．他就亳不疲倦地努

力通过巡回演讲（他是一位极为成功的演说家）和他 l85 I 年创办报纸来保

持宪音运动的活力。该报一J＿勹办到 1858 年，开始时取名《寄语入民》，后

来更名为《人民报》。 19 世纪 50 年代初，琼斯与哈尼不同，他强调阶级斗

争学说，资本和劳动之间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以及 r人阶级用政权进行

征服的必要性、这些观点确实大大加强f他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密切合作

虽然他是唯一俏得注意的宪萃派成员，但－－·日哈尼从活跃的政治生活中退

出，他的影响也逐渐哀弱了。［人并不欢迎阶级斗争学说，他们更多地注

意在资本主义体制内维护自身的利益。马克思在 50 年代与琼斯保持着经常

性联系，并参加他的公众演说，发现其中一些演说有着“绝妙的素材”

（虽然燕妮·马克思认为他的关于教皂历史的演说“对英国人来说很好、

很先进，但对我们这些受到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洗礼的德国人来说并不

很好） ”105 C 

马克思起初认为琼斯站在哈尼一边；但厄来｀他逐渐把琼斯看作宪竞

派”最有才能的代表”＂的l, 并支持《人民报》的论调。马克思倾向于把

这一点与哈尼对宪章派的批评进行对比，后者批评宪章派还未成为“全

民运动”的＂阶级运动 ”IO1l ．这些术语曾令马克思很恼火，因为它们使

他想起马志尼的表达J然而，至 1852 年秋，马克思认为琼斯正过多地利

用他作为国外事务信息的来源和获得编辑的全面支持。“我对他说过“.

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他是一个利己主义者，这很好，不过，他表现这

种利己主义应该文明 些......,, r 10s, 尤其令马克思感到愤怒的是，琼斯未

履行他出版《路易·波拿巴的雾月 1八日》英译本的诺言已但马克思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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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琼斯反对有较少激进精神的宪话派，对琼斯报纸相对的成功和他在

1853 年召开的会议有良好的印象、马克思最后亲自撰写了几篇文范，虽

然很多印刷错误使他极不愿再继续写下 L 仁当他被孮斯邀讷列席参加

1854 年在曼彻斯特举行的工人议会时．马克思发去了他自认为是一封充

满矛盾的信，宣称“......大不列颠的［人阶级最先准备好并且最先负有

使命来领导最终必然使劳动得到彻底解放的伟大运动....，．工人阶级有足

够的力队来胜利地完成这个巾业．但足盐罗把所有这些力从组织起米，在

全国范围内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我认为这就是摆在工人议会面前的伟

大而光荣的目标”'1的lo

1855 年 2 月．与前四年同样的麻烦又可能再度来临，当时琼斯正尽

力芳备另一个宴会，庆祝 1848 年芹命．马克思被说服参加宪立派国际委

员会为备宴会的会议，但这次会议“法国人的饶舌，德国人的死板面孔，

西班牙裁缝的手势”，更不用说那新近选举赫尔岑进入委员会，这一切对

他来说只是一个纯粹的喜剧。在会上他是一位骄傲的挣观者，拼命地抽

烟。 110 I 最后他拒绝参加宴会（虽然他的名字已经出现在张贴单目上），

因为所有诸如此类的会议都是＂欺骗＇＇，因为它可能给外国人带米新的迫

害，最后因为他“不赞成这杆的怼见：似乎旧欧洲要用俄罗斯的血液来

更新”[Ill．而不愿意同要出席会议的赫尔岑在一起。然而， 1856 年，马克

思确实接受了邀请．参加《人民报》创刊周年纪念会，正如他写道：

“因为目前的形势似乎要求我这样做．尤其是因为在所有的流亡者中只有

我～个人被邀请＂。以此．流亡者确信：“我们是宪音派的唯一＇亲密

的＇盟友；虽然我们不做公开的表不并且听凭法国人公开向宪节派献媚，

我们仍然有能力随时重新占据历史 K 巳屈于我们的地位。叶Ill ] 857 年，

马克思和琼斯之间的关系紧张．当时琼斯为了选举改革得到了广泛的支

持．与中产阶级的激进团体开始合作．然而此举失败了 1861 年．琼斯

移居曼彻斯特．从事律师职业，仍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打友好关系，

直到 1869 年去世。'1131

三 第恩街的生活

匆匆阅读马克思的信件｀会给人这杆一种印象：马克思的家庭困难主

要归因于他们生活在最为贫困潦倒的境地之中；马克思本人关于他缺少资

金的描述好像可以证实这－入1.i。 1852 年似乎是最为糟糕的一年 2 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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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星期以来，我巳达到非常痛快的地步：囚为外衣进了当铺，我不能再出

门，因为不让除账，我不能再吃肉 ”111凸，同月，燕妮写道：“这一切是如

此令人苦恼，以致需要他的全部粘力．．．．．．才能坚持这种每日每时的斗

争 ”[l15) 。 4 月，马克思不得不借钱安拌他的女儿 9 月，他详细描述了这种

境况：

我的妻子病了．小燕妮病了，琳蔚患一种神经热。医生，我过去不

能请，现在也不能请，因为我没有买药的钱。八至十天以来，家里吃的

是面包和土豆，今天是否能够弄到这些，还成问题。在现在的气候条件

下，这样的饮食自然没有什么益处。

给德纳的文章我没有写，因为我连读报用的便士也没有一个…．．．

…．．．我把向所有债权人付款的期限拖到了 9 月初．你知道，对他们的

债务，总是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偿还的广现在，四面八方都在袭击我了。

我想尽了办法，但是都枉然...…

最好和最理想的是能够发生这样的事：女房东把我从房子里赶走。

那时，我至少可以免什一笔二十二英镑的款子。但是，未必能够指望得

到她这样大的恩典。此外，还有面包铺老板、牛奶商、茶叶商、蔬莱商，

还有欠肉铺老板的旧账。怎样才能还清所有这些鬼账呢？最后，在最近

八至十天，我从某些庸人那里借了几先令和便士，这对我来说是最不痛

快的事情；不过，为了不致俄死，这是必要的 6『 116 I 

J O 月，马克思为了买报纸而不得不再次典当了他的大衣； 12 月，他在

一封给克鲁斯的信中写道（附了他的《揭霹利伦共产党人案件》）：“如果

你们考虑到，小册子的作者因无裤子和鞋子而被囚禁在家里，他的一家人

过去和现在每分钟都受到确实极端贫困的威胁鲁那末你们是能够赏识这本

小册子的幽默的 C n [ 117 

第二年的抱怨就没有这么多了，但仍然“有些在当铺里的贵重物品必

须办续当手续，否则就赎不出来了 现在迕头最迫切的必需品都没有钱，

续当当然是办不到的＂ (118] 。 10 月份、｀｀债务自然大大增加，以致一切最必

需的东西都送进了当铺，全家穿得破F不堪，家里已经十天没有一文钱
了“[ 11•1 

当铺对马克思一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机构。但它也曾是忧心之源：马

255 



书克思传（第 4 版）
Kor i Marx A Biogra phy, 4E 

克思试若当掉了燕妮家的一些有石阿盖尔郡图饰的银器－典当商认为这很

可疑，就通知『警察，以至于马克思在能够证明自己的诚实之前，不得不

在监狱中度过了周未。[llO] 1855 年夏，他们采取了更为激烈的行动、马克思

和他的家庭隐退到坎柏威尔伊砓特的家中，这部分也是躲避弗罗恩德医生，

他正在囚为－笔未付的账单起诉马克思；马克思从 9 月到 12 月出于同样的

原因在曼彻斯特恩格斯那里匿居。

然而，对马克思收入的认真考察会给入以这样一种强烈印象，即他的

困难与其说来自真正的贫穷，倒不如说是希望保住面子，并且不会节用资

金 C 这自然是人们意料之中的，因为马克思未曾管理以前收到的和 60 年代

又收到的一笔笔大数口的钱财。一到达伦敦，马克思就宪全准备好了在切

尔西租一套房，那里的房子非常贵一是他最后从第恩街搬出来时所付房

租的两倍多。《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失败最终导致了他一贫如洗。

他把自己的金钱大扯投入到了朵忐的运行上，但实际是一无所获。 1850 年

10 月，他不得不请求魏德迈卖掉所有的银器（除了小燕妮的一些物件），

这些银器是他的妻了曾在一年前为了买她到巴黎去的车票当掉的。幸运的

是有几个慷慨的朋友。简单算起米，在这年收到《纽约每日论坛报》O 的

第一张支票前（这年他的收入大概是最低的），马克思似乎至少收到了 150

英镑的馈赠 C （由于这只是保留下来的信件中提到的，因此共总数很可能还

要更高些。）资助的来源是多方的：主要援助者是恩格斯和马克思的科伦朋

友们（经由丹尼尔斯）；维尔特和拉萨尔也给了一些；燕妮的一位表兄弟

给马克思寄了 15 英镑；弗莱里格拉特给了马克思 30 英镑，这些钱是他借

口说“党派急需＂ I 121 J从“一些愿意支持我们事业的朋友那里”搞到的。马

克思说这些帮助纯粹来自于他亲密的朋友。正如燕妮所说：“我的丈夫在这

方面是一丝不苟的，他宁愿牺牲所剩下的一切，也不愿过那些...…民主派

的乞讨生活 ”122 」 C 的确，他甚至拒绝了拉萨尔帮助举办一个公众捐助活动

出版他的经济学著作 50 年代初，居住的花费实际在下降， 150 英镑对一

个有三个孩子的中层偏低的家庭来说应该是完全足够 r。弗莱里格拉特的

家庭境况和马克思相似，他一年挣不到 200 英镑，还门夸说他从来没有

“缺过美味的肉排 ”123 J 0 

到 1852 年为止．马克思经济状况得到改善，因为他作为《纽约每日论

坛报》的驻伦敦记者有了一份固定的收入 虽然 1852 年时还不多，但 1853

年就达到 80 英镑， 1854 年超过 160 英镑 1855 年和 1856 年，来自《纽约

Q) 在《马克思恩格斯令见》中共简称为＂《纽约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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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论坛报》的收入下降了，但马克思 1854 钉底开始给《新奥得报》写

通讯，每年大约 50 英镑。这种情况下当然由恩格斯来弥补；而如果细心管

理的话，本来可能会有一个过得去的生活（到 1856 年他得到了几笔大数目

的金钱）。但马克思不会管理钱财 例如，在答应为《纽约每日论坛报》

定期撰稿后，他几个月都完全不知道该报付给他报酬的情况。至于他这些

年文字方面最大的成功——他反帕麦斯顿的告义一开始就卖出了 15 000 

份，并印刷第二版，但他未设法取得一个便土 必须保持面子既使得经济

方面不能有所帮助，又减弱家庭精神。他 1852 年给恩格斯写到他的困境，

他说这些并不重要，不过担心”这种困境总布一天会弄得出丑”l 124] 。同

年，他写到了维尔特的拜访： ＂...…在处境十分狼狈的悄况下，身边却有一

个如此文质彬彬的绅士，而且还必须把最羞千出口的巾悄瞒着他，这是很

痛苦的 "I 12s 1 。 1854 年，燕妮去特利尔，这样，“她义需要一些新的装备，

因为妻子自然不能破破烂烂地去特利尔 ”I 120 - •所以马克思花了几大笔钱，

这自然使马克思的债权人感到十分愤怒。

1856 年 5 月，燕妮从苏格兰一个伯父那里继承了大约 l50 英镑[ 127}'接

着她和孩子们到特利尔看望生病的母亲，母亲 7 月份就去世了 她 9 月份

带若继承的大约 120 英镑返回伦敦，这笔钱使家庭得以离开“那饱含着我

们所有欢乐和痛苦的令人忧伤的可怕的房子”`“满怀岂悦地搬到了浪漫的

汉普斯泰德荒阜脚下的一套小房子，这里离可爱的樱草山不远。当我们第

一次睡在我们自己的床上，坐在我们自己的椅子上，甚至有一间储藏室放

一些洛可可式的家具或者小古玩的时候，我们真正地感到我们像是生活在

一个神奇的城堡中......,, [l2”这所格拉弗顿切 9 号的房子，马克思以一年 36

英镑租了下来。这是一套狭小的平顶房，地上有 3 层， 1 个地下室，共 8

间。它在一个未来几年内将会完全建成的新牌发展区中，距离市中心 3 英

里。所有的钱都用于还旧债，布冒新房子。马克思很典型地又没有足够的

钱付第一季度的房租了－这预示了要来临的困难

在第恩街居住的几年，是马克思生活中最枯燥和最令人沮丧的。这加

蜇了他性情中最坚忍克己的成分；正如他自己所说，他通常没有这么长的

痛苦期。索荷广场是伦敦的街区，大多数流亡者集结在那里，当时和现在

一样开放，到处是饮食的地方、妓女和剧院。第恩街是主要通道之一，狭

长，以前很繁华，而当时已无疑是衰败了。位乱之所以在这个区仍很猖獗，

特别是 1854 年，马克思解释为：”是因为在 6 月、 7 月、 8 月敷设下水道时

穿过了一些埋有 1668 年（好像是）鼠疫死者的坑穴”'129 185 I 年至 1856

年，马克思一家住在第二层楼房的一套房了中｀起初只有两间，后来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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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租了第三间作为自己做研究的地方。一直是 7 个人、偶尔是 8 个人，住

在两间房子里 第一间是一个小的卧室；另一间是大点的 (15 英尺到 18

英尺），可以看到街景的起居室，有 3 个窗户。

1851 年 1 月，马克思巳经拖欠房东摩尔根·卡瓦纳的房租网个星期了。

摩尔根·卡瓦纳是爱尔兰作家．他转租的房屋是一年 22 英镑。几个月后，

马克思为了避免被逐出，给他的房东签了一个借条。第二年，房东为房租

等了几个月后，就威胁说要叫法警来。假期一直都是没有的，直到 1854

年，燕妮和孩子们去了加拿大埃德蒙顿的载勒尔的别墅，在那里待了两个

星期，之后去了特利尔。燕妮确实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一位编辑写了

信一但是没有成功－希望他们可以提供给马克思（他们驻伦敦的记

者）一套房子。只是由于埃德加尔的死．以及从燕妮伯父那里继承来的钱，

1856 年他们最终迁居了，

他们一家周日常常尽量出去鲁到当时伦敦人极为欢迎的短行旅游胜

地汉普斯泰特荒阜，荒阜当时还是一种天然状态，距离第恩街大约一个

半小时的步行路程 他们的目的是午饭时间到那里。李卜克内西描写了

郊游：

一个在伦敦看不到的大午餐篮（这是琳衡在特利尔时保留下来的）

中有一个主角一一一－块巨大的烤牛肉。他们带着茶和水果；面包、奶酪

和酒在荒阜就可以买到七

整个行程次序是这样的：我是先锋，带着两个女孩子——』时而讲故

事，时而搞些活动，时而在田野的花（那时花并不像现在这么稀少）后

搜索动物。一些朋友在我们后面。接着是大队的主体：马克思和他的妻

子以及一些打扮得引人注意的周日旅行者。这之后是琳薪，身边有饥肠

缠辙的帮她提篮子的客人J

午餐之后，他们“在路边拿出带来的星期天报纸，就开始阅读、讨论

政治——－这时孩子们会飞快地找到他们的玩耍伙伴，在石南花丛中捉迷

藏”。接下来玩骑驴子游戏，马克思”原始的骑术和为了证明自己很熟悉

这门艺术而表现出的极大热情”令同伴们感到快乐。 130] 孩子们和琳衡起身，

大家打道回府，唱若德国爱国歌曲，背诵着但丁或者莎士比亚作品。

有时候，马克思还喜欢晚上出去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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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李卜克内西写道），我们也会重新回到老朋友的玩笑之中。一

天晚上，埃德加尔·鲍威尔（马克恩从柏林时代开始熟识的，尽管有

《神圣家族），但还不是私敌）从他淹格特那边的清静之地来到这个城镇，

目的是做一次“喝酒旅行”。问题是在牛津街和汉普斯泰锋路问的每一个

沙龙中都要“喝点什么”，由于城市里这一带的沙龙非常多，你甚至把自

已限制在最小的选择数量上，也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我们勇敢无畏地去

了，努力无碍地到了托登楠大院路的尽头。那里有公共场所房间传出的

高歌声；我们进去了，得知：是一个“奇异伙伴”俱乐部在开庆祝纪
念会。[ 131 J 

很多烤面包巳经没有了，而当时李卜克内西开始宣称德国人有优越的

政治智怂，鲍威尔用英国行话暗示地说： ＂举头在空中挥舞；我们足够明

智，用最优良的勇气，努力做到（并不足疤无困难地）带着足够的尊严撤

退”然而，那天晚上的事情并没有结束：

……为了冷却我们膨胀的血液，我们开始努力地齐步行走，一直到

埃锋加尔被一堆铺路石绊倒。“好哇，我有一个主意！”为了纪念学生时
期疯狂的恶作剧令他捡起了一块石头，啪一一－，咋嚷一－一，一块天害的

玻璃破碎了。无理的举动会传染的一马克思和我没有落后，我们打碎

了四五个街灯。当时可能是凌晨两点，所以街道行人稀少。不过这种嗓

音惊动了一位警察，他迅速做出决定，给同一巡逻区的同伴发出了信号。

信号立刻得到了回应。形势变得严峻了。此时我们迅速向周围扫视了一

下；幸亏我们熟悉这个地方。我们比赛似地向前跑，三四个警察在后面

追．寓我们有一段距寓。马克恩表现出我不能想象的活力。这样疯狂的

追赶持续了几分钟，我们成功地捞进了一条街边，在那里穿过了一条胡

同－这是在两条街交叉的后面一一因此回到了我们来的地方，后面的

警察迷失了方向。现在我们安全了。（叩

恩格斯在伦敦和马克思在－起的时候，两人常常一块出去；有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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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写信给燕妮，为他铅着她的丈大迷了路灰示道歉；因此恩格斯得知，

马克思有一次“夜游”，冻坏了，以至千在床上躺了一个足期。

在第恩街这三间房子里的生活极度没有规则。下面这段生动的描述总

体看来似乎是直实的，这是普鲁士当局的一位密探 1852 年写下的：

作为父亲和丈夫，马克思尽管有着狂野和不安静的性格，但还是拥

有最温柔和最温和性情的人。马克思居住的是条件最差的地方，因此也

是伦敦收价最低的街区之一。他租了两间房子 c 一间是可以向外看到街

上的用作沙龙的客房，后面是卧室。整个看来，房间里没有一件干净耐

用的家具。所有的东西都是破破烂烂的．上面布满半英寸的尘土；所有

地方都处于最为杂乱的状态 C 客房的中间是一张老式铺着油布的大桌子，

上面堆着手稿、书和报纸，还有孩子们的玩具、抹布和妻子缝纫篮子装

的碎布条，还有几个边缘破损的茶杯、小刀、叉子、灯具、墨水瓶、大玻

璃杯、陶土制的烟斗、烟灰。总之，一切都乱七八糟的，所有的东西都在

同一张桌子上。一个二手物品的售货员都会很不好意思卖掉如此惹人注

目的零碎物什。

当你进入马克思的房间．烟和烟草味会呛得你眼睛含满泪水，片刻

之后，你好像在一个山洞中摸索。但是慢慢地．由于习惯了这种烟雾，

你就能分辨出物体，把它们和周围区分开来。所有的东西都很脏，都覆

盖着尘土，以至于坐下来成了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这里有一把只有三

条腿的椅子。孩子们在另一把椅子上做饭玩游戏，这把椅子碰巧有四条

腿。正是这把椅子是用来招待客人的，但孩子们的饭还没有擦去，如果

你坐下来，就要冒着让裤子被弄脏的风险。「i13
_ 

家庭的住处如此局促，以至千 185l 年春天弗兰西斯卡出世的时候，因

为家里几乎没有地方，而不得不交给一名护上。一年以后，她死了。

1852 年复活节（燕妮写道）、我们的小弗兰西斯卡得了严重的支气管

炎。她在生死线上挣扎了三天，忍受了可怕的痛苦 c 她死了之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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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了在后面房间里的她小小的身体．列了前面的房间，在地板上支起

了床。我们把其他三个孩子放下米，伐们都为天使般的孩子哭泣，她那

生动、无生命的身体就在隔壁，，我们心爱孩子的死正发生在最艰难困苦

的时候，我们的德国朋友们正好在那时不能帮助我们，》厄内斯特·琼斯，

他那时经常长时间地来访，答应要帮助我们，可是他什么也没有给我们

带来……我内心感到痛苦，匆忙到了离我们不远的、常到我们这里来的

一位法国移民那里，请求他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我们。他立刻

以最友善的同情给了我两英镑。这些钱被用来买了棺材，我的孩子现在

正安静地躺在那里。她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侯没有摇篮，长时间没有最

后休息的地方。我们心情沉重地看茫她进了坟墓｀ 134)

这种境况下｀宅不奇怪．燕妮身体和粘神的掠泉正在迅速耗竭 1852 

年这一年在很多方面都是第恩街岁月中收杻糕＇t'J．年，燕妮经常躺在床上，

消瘦、咳嗽，她依据医生的咄咐，喝 I，很多的的消 恩格斯为能使她到乡

村度假曾竭力为钱，但直到秋人．她仍迕纹数天地躺在床上，每小时喝一

勺白兰地。两年后．她再一次牛病f .,l1 只fj七门已照顾自己，因为医生的

处方只能使她的病情更平c

由千燕妮承担 r 马克思秘书的职妗．斯以这些病也 1阻碍了马克思的工

作 的确，她曾经参加了匕幻克思所介的活动 她作为－名观察者参加他的

会议，挑选她认为他可能感兴趣的报纸 L的文i了．当他离开的时候照料出

版方面的琐碎的 1顷队作为他的秘书，她及挥 r Ji文人的作用，写信、整齐

地为报纸誉写文名（他的笔迹咱以阶认）以及保仔他寄送杂志的详细记

录＂她以自己的秘书角色而骄傲．后片勺戎杠：“我回忆起在他的一点研究工

作中，为他誉弓潦草文章的门子，足找仕命巾敝幸福的时光 ”l135. 。对千财

政韦务，燕妮也积极主动：她写『尤数封求援信；对付山困在家里的债权

人；她甚至在 1850 年 8 月山于“对第 Ii．个孩f出生的前景和未来感到绝

望＇ I`6 ，单独到马克思的叔叔｀一位荷兰商人JJII 111 Lr 一次。然而，新近

的革命剧变对勀业是不利的．老人没打心悄帮助他占怪的侄子，因此燕妮

空手而归

她的脾气变得难以捉换，而且极易走向极端 c 马克思写信给她：“我知

道你的性情是多么地养变而能给你的新八活带来的好消息是多么少 ”137

“性悄善变”是马克思描述燕妮性格最｝勺欢用的词；只足陆养时间的推移，

她感到越来越难以沉浸在这种1上抑的坏戍巾( 1850 年夏天，马克思写信

给魏德迈：“不婓为我妻广那些激动的估4 气 她给孩十喂奶，而我们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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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处境又格外艰难，忍耐不住是情有可原的。”[138 1850 年 11 月，燕妮的第

一个孩子死了，她精神几乎“发狂＂，并且“极度紧张“。接下来的一年

中，马克思描述她生病”与其说是身体的原因，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原

因“。几个月后，他写信给恩格斯：

……流不尽的眼泪使我整夜烦恼和生气…．食．我感到对不起我的妻子。

主要的负担都落在她的身上，实际上，她是对的。工作应该比婚姻更多

产。尽管如此，你该记得，我生来就缺乏耐性，甚至有些严厉，所以常常

不够冷静。(1)9]

1854 年，马克思谈到“妻千的境况很危险”[ 140 ;这一年她又卧床了，

部分是由于“生气，因为威武的医生弗罗恩德又用讨债来轰击我们“[ 141] 。

第二年，“山于精神上的刺激，我的妻子 星期以来比任何时候都病得

厉害 ”142] 。

当然，很多家务由海伦·德穆特承担起来f。李卜克内西写道，那时

的她：“二十七岁，并不美丽｀但由于柜屯愉快的特征而显得好看。她不乏

爱慕者，很可能挑来挑去。”她在马克思家庭的很多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海伦是专制者，而马克思夫人是女主人 马克思像温顺的煞羊一样服从于

这种专制。”四

燕妮在其自传中写道： “1851 年初夏，发生了一件我不愿在这里详述

的事情，虽然这件事极大地增加了我和其他人的商苦 ”144] 。这件事就是马

克思的私生子弗雷德里克的出世，母亲是海伦·德穆特。这件事保密得很

好，马克思家庭存留下来的资料都经过认真的审读，删掉了与之相关的一

切内容，只是最近偶然发现的一封信使才这件事情暴露了出来。「145 I 这封信

是路易莎·弗赖贝格尔（卡尔．考茨基的第一个妻了－）写给奥古斯特·倍

倍尔的。路易莎·弗赖贝格尔与海伦·德穆特关系亲密，在后者临死之际，

一直替恩格斯照看房子口按照她的说法，恩格斯曾接受了他和弗雷德里克

的父子关系，因此“使马克思获免家庭的窘困和冲突＂。但是，如果他由

于对“儿子”不公正而受到起诉的话，他给了路易莎·弗赖贝格尔揭示真

相的权利。他甚至在临去世之前的床上，把这件事情告诉给了心绪纷乱的

爱琳娜，当时由千他不能说话了，就把它写在了石板上。这个秘密只有

（马克思的）家庭和一两个朋友知道 这个孩子马上被送到了他的养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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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呈，与马克思一家一直没有任何联系．只是在咭克思去世之后，才开始

了和母亲的来往。路易莎·弗赖贝格尔写道：

他定期每周来看望她；然而令人奇怪的是，他从来不从前门进来，

而总是从厨房进来。而当我进来的时候，他仍然不走，我才确信他有着

一个来访者所有的权利......

对马克思来说，他经常面临着与妻子（她心怀强烈的嫉妒）的分高：

他不爱这个孩子；他不敢对他做出什么事情，否则就会承受大大的流言

飞语；这个孩子作为付费的客人送到了路易莎夫人那里（我想这就是为

什么她写了她的名字），而他的名字也是从养母那里而来的；只是在尼

姆心］去世之后，才从了德穆特的名字，，（ 117]

这封信有竹公认的尤可性疑的可信十比弗佑德里克·熄穆特的出生证

明上写的是 1851 年 6 月、这份证明保存在萨默寇特郡议院－填父亲名宁的

那一栏空着，母亲的名字坦的是海伦·德穆特．出生地写的是第恩街 28

号。虽然有关这件韦只有这么少的细节保留下来，但似乎是保持体面的必

要性和对于难以避免的流言的担心，才促使燕妮的精神日益紧张。孩子出

生后 5 个星期，在登记后的那一天可马克思给魏德迈的信中写道：“我的敌

人..,…散布一些无法形容的澜言诬蔑找＂，接着说： ＂．．．．．．我的妻子正在生

病，她从早到晚为极无乐趣的日常生活操劳、神经系统遭受折磨，当民主

派瘟疫的阴沟里的臭气通过愚蠢的造谣者口复一门地传到她那里的时候，

她是不会好过的 某些人在这方面所表现出米的冒失常常是简直难以嚣信

的”“8, 勹

马克思认为自己是“一个竖强的人”,l'9 1 。对千他，燕妮 1850 年写道：

”他即使在最为困苦的时候也从术失去过对未来的信心和愉快的性情”1101

但他与恩格斯的通信表阴了他并不总是如此平静地接受了这些麻烦 1852 

年．他写道：“当我看到我的妻子卜分邢苦，而义意识到自己无能为力的时

候，我悄愿把灵魂预售给度鬼 ”r 1s1 。两年后、他写道：“想到这些琐韦没

有尽头、我有时作常生气”『15! 一封燕妮在曼彻斯特写给马克思的没有日

期的信，可以显示出有时候她的精神状态泪丧到什么程度：“当我坐在这里

的时候、我的心都要碎f。卡尔、现在是最精糕的时刻．．．．．．我坐在这里，

几乎流下泪米。找找不到帮助＂我的脑袋正被裂扯。 寸月来，我一直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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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粘神，而现在我不再能够这杜(......., "' 

尽管有着这．切困邓．他们彼此们认日和深爱仍存继续0 1852 钉，当

马克思待在曼彻斯特恩格斯那甲时，仆给拽妮的信中＇与心：

心孚盏必泸
我亲爱的：

你的信使我非常高兴。你根本不应该总是不好意思把什么事都告诉

我。如果可怜的你．不得不在实际上身受这一切的话，那末正义要求我

至少在思想上同你一起经受一切痛苦．．．．．．我相信就在这个星期，或者最

迟在下星期一，你还可以收到五英镑"•J

1856 年他义在曼彻斯特给燕妮（吁时她在特利尔）写了一封信，这封

信不论在情感上还是在语 •Li卜一都成力保存下米的他给妻子极少信件中的颇

为引人注目的信。这封信很长． 下曲足儿段摘求：

r, 

我的亲爱的：

……你好像真的在我的面前，我衷心珍爱你，自顶至踵地吻你，跪

倒在你的跟前，叹息着说：“我爱您嘈夫人！”心事实上，我对你的爱情胜

过威尼斯的摩尔人的爱情 挫谎和空皮的世界对人的看法也是虚伪而表

面的。无数诽谤我、诬蔑我的敌人中有谁曾骂过我适合在某个二流戏院

扮演头等情人的角色呢？但事实如此 c 要是这些坏蛋稍微有点幽默的话，

他们会在一边画上“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另一边画上我拜倒在你的脚

前。请看看这幅画．再沿看那幅画．一—－他们会题上这么一句。但是这

些坏蛋是笨蛋，而且将永远都是笨砸

……然而爱情．不是对费尔巴哈的“人＂的爱，不是对摩莱肖特的

“物质的交换＂的爱，不是对无产阶级的爱．而是对亲爱的即对你的爱，

使一个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i}悔涅的组诗《归乡杖）中的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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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世间有许多女人，而且有些非常美丽。但是哪里还能找到一

副容颜，它的每一个线条，甚至每一处皱纹，能引起我的生命中的最强

烈而美好的回忆？甚至我的无限的悲痛，我的无可挽回的损失．我棒能

从你的可爱的容颜中看出，而当我遍吻你那亲爱的面庞的时候，我也就

能克制这种悲痛。”在她的拥抱中埋葬，因她的亲吻而复活＂，这正是你

的拥抱和亲吻。我既不需要婆罗门和毕达哥拉斯的转生学说，也不曹戛

基督教的复活学说。[155)

对马克思和燕妮米说，他们在第恩街遣受的最具有决定性的和最严厉

的打上是 1855 句 4 月他们唯．的 8 岁儿子的去 1让，埃德加尔，他们给他的

呢称是＂穆希”或者“小飞虫＂。他“极具天赋，但从他出生的那一天起

就一直生病一—－个贞订令人难过的孩f ｀孩户灿烂的眼睛和充满希望的

脑袋与他虚弱的身体相比是太大 r" IShl 。他最后得的病是一种肺病，疾病

持续了整个 3 月份 存起来 4 月初足具有毁灭性的， 6 号、马克思在给恩格

斯的信中写道：“可怜的穆希已经不在世f。今天五六点钟的时候他在我的

怀中睡着了（贞正睡祚 r)“ 个卜克内西记 1: f这一幕：

母亲默默地流着泪，俯在死去的孩子身上；琳薇在她旁边抽泣着；
马克思处子极度可怕的焦躁之中，他近乎愤怒．拒绝一切安扈；霄个女

孩子佷依在妈妈身上静静地哭着；母亲痉挛性地紧紧抱住她们，奸像是

用拥紧来保护她们免受巳经夺去了她的儿子的死神的袭击。”“l

尽管在曼彻斯特有过一个度假，而且 rJ 1 r-燕妮继承的财产，新的生活

局面也打开了，但悲伤仍(t- '7 月底，马克思＇忖信给拉萨尔：

培根说，真正杰出的人物，同自然界和世界的求系是这秤乡｀售们
惠到兴趣的对象是这样广，以教他们能够轻松地经受任何撮失。乳不屑
于这样的杰出人物。我的磺子的死震动了我的心灵深处，乳对这个摸失
的惠受仍像第一天那样的骚烈。我可怜的妻子也是万分悲痛。(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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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后、马克思再次回到索荷这个地方，仍有心碎的记忆 I 159 

困境并没有阳挡他把家门打开：

你要接受以最为友好的（一个拜访者写道）和最为真诚的方式送给

你的点心和烟草，还有其他可能有用的；你最终还要接受我热情友好的

谈话来面对你所遭遇的一切家庭困境，这样会使烦恼变得可以忍受一些。

最后你会逐渐习惯这个伙伴，感到他有趣井富有活力。[I的）

双方家庭和第恩街都似乎没有任何联系－除了马克思的妹妹路易莎

和与她在特利尔刚刚结婚的荷兰人L，但是不断地有流水般的其他拜访者，

哈尼和他的妻子厄内斯特·琼斯、弗莱甲格拉特和他的妻子以及威廉·沃

尔弗是所有的经常来访者。最经常来的是马兑思喜欢的、进行鼓励的一群

年轻伙伴。这群年轻人中－个是厄内斯特·德朗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一

个创建者，也曾在《新莱茵报》 1全．作；他偶尔帮马克思做些秘书工作．但

后来转向商业，退出了活跃的政坛。另外，还有康拉德·施拉姆｀他曾与

维利希决斗、虽然马克思 1851 年由 F施拉姆不愿意交还共产主义者同盟的

资料与之发生了争吵；在施拉姆不久移居美国之后他们就失去了联系。一

位更为经常的来访者一有时几乎是每大拜访－－－是威廉·李卜克内匹，

学习哲学的年轻学生，曾参加 1849 年巴登起义的战斗，接若经山瑞上逃至

英国。他对燕妮有着深深的（如果是还带着羞怯的话）仰恭（他母亲在他

3 岁的时候去世了），并乐千做燕妮的听差，照顾孩子们，还怀着极大的顺

从总体上吸收马克思的思想．这种顺从程度比他后来 60 年代和 70 年代成

为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时要大得多 诫后是威廉·皮佩尔，一位 25 岁左

右的年轻人气曾在德国学习语言， 50 年代初他有时连续几星期地和马克思

待在一起（如果他不去找妓女或者做家庭教师的话儿他曾担任马克思的

秘书｀把《哲学的贫困》翻译成令人厌倦的英i年他毫无灵活性｀攷使燕

妮心烦；做书不老练、在马克思房间中对费尔巴哈的讨论中．甚至把卡

尔·布兰德的夫人弄哭了。马克思认为他有“教条主义者的味逍＂，对他

的校长腔调感到遗憾，并苦千他试图玩“现代“音乐 U 尽管有这些事情，

马克思仍然为他提供吃、住，帮助他战胜疾病，让恩格斯借钱给他．甚至

有几次他自己还借一些钱给他。无论宙克思是多么不愿接受思想上的或政

党的反对意见，但在他与这些比较年轻的朋及的交往中，他常常还是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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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甚至是大度的。

对于私人关系的处理，马克思有若极大的灵活性和宽容性。他愿意因

为朋友们的缺点向恩格斯解释道歉，并给魏德迈出主意如何与弗莱里格拉

特和沃尔弗相处 他对朋友罗兰特·丹尼尔斯（科伦审判中的被告）的妻

子表现f很大的关心．组织丹尼尔斯的英国朋友给她写信，并在丹尼尔斯

1855 年临死的时候给她写了一片很感人的慰问信C“' 马克思甚至典当了燕

妮的最后一件大衣，帮助病巾的埃卡留斯

当然，马克思最珍视的是勹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友谊 自从马克思

和恩格斯 1850 年晚些时候伦敦分别以后， 20 年来．他们．．直是保持频繁通

信，平均每隔一天就通信一次c 虽然这些估件到目前为止构成了考察马克

思这些年生活怕况最重要的资杆来源，们也并不完整：这些信件在恩格斯

去世之后已经经过详细筛选，去掉 r 任何可能给家庭或朋友带来困埮的信

件（例如有关弗雷德里克·德穆特的信件））囚此现在保存下来的马克思

与恩格斯之间的通信都显不f两人之间温暧的友谊，遗失的几乎所有信件

部分是由于后来的这次筛选，部分也由于这样一件韦实，即两人（尤其是

50 年代早期）怀疑当局截取了他们的信件。

恩格斯 1850 年移居曼彻斯特，开始了他前 8 年离开这里的生活。共产

主义者同盟内部的分裂以及《新莱茵报》的倒闭使他能够继续待在伦敦的

主要原因不存在了；他必须目谋生活；他对母亲十分依恋．她敦促他至少

在表面上与父亲进行和解心由于欧门和恩格斯公司的曼彻斯特分公司没有

恩格斯家庭的代表，所以｀他父亲同意他在那里以家庭股东的身份做事，

父亲刚斤始时是勉强同意，但在派儿f去加尔各答和美国的计划失败之后，

以及在恩格斯在他给巴门回的报告中表现出f他的经商才能之后，就变得

热情了 1851 年初，他的境况比较稳定．虽然还是有一些困难。

困难在于、必须取得在与欧门的关系上作为我的老头的代表的正式

地位，而在这里公司内部仍不担任负有工作贵任和领取公司薪水的任厂
正式职务。我还是希望能实现这一点；我的营业信件得到我的老头的赞

赏，所以他把我愿意留在这里看作是最大的牺牲._, i l62 J 

叫他的父亲 1851 年 7 月来到英国时、问题得到双方的满意解决：恩格

斯将在燮彻斯特至少待 3 年。后来他估计在那里第一年至少收入超过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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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镑＾他父亲仆第．｛卜的旬年审杳中．与合伙人签订了新的合同，给儿子

坰加了部分利润 到第!·年未｀，恩格斯的收入每年超过 1 000 英镑。恩格

斯，正如由克思评论逍，在钱的问题上是“非常严格的 "r 103, 这些钱使他

能够在对侍整个｀·马克思党”的问题 K代替f荷兰的叔父。德朗克从他那

里接受了钱，皮佩尔也足；李卜克内西用恩格斯的钱陡备了一套新衣服，

穿竹它申汕了家庭教师的职位C 但足这个社交宠儿的钱给f马克思：数年

|h] 、恩格斯给咱克思的钱好像超过了他给自己的花费。这些钱（有时足通

过汇票寄过去．有时是 1 英镑或者 5 英镑的平截，存不同的信中分开寄

去），常常足把对金钱不感兴趣的为克思从彻底的灾难中解救出来 有一次

燕妮写道：“卡尔听到盼叩巳久的邮递员的币复敲门声，高兴得不得f。

＇这一定是弗雷德里克、一两英镑得救 r !' 他提高嗓门说。｀＇ 1” 结

果．恩格斯感到收支难以平衡气 1853 年写估给马克思：

c.-

改革我的私人开支是刻不容缓的了，一两个星期以后我要搬出这所

住宅，搬到比较便宜的住宅里去，同时改用较清淡的饮料 e.. …天知道，

去年我花掉了我的老头的此地营业利润的一半。当我的老头快要来的时

候，我们就搬到漂亮的住宅去，买一些上等雪茄和酒等等，以壮观瞻。
生活就是这样 0 l 165 i 

虽然，正如恩格斯以前就发现的、英囚自由贸易中心可以提供有利之

点，以此可以观察经济的发展，但他更愿意去其他地方＾哈尼宣称他宁愿

在伦敦流浪也不愿居住在曼彻斯特 恩格斯经常抱怨他孤独无聊 尽管他

1852 年初计划勹马克思令家一起搬到新布赖顿码头、 1854 年又计划作为

《每 11 新闻》的平韦记者搬到伦敦、 {R他还足－宜在曼彻斯特囚禁 r 20 年。

有几个共产l:.义者朋友拜山过他：维尔特为他的公司广泛周游；德朗克在

拉德福立住了身；最重要的是，书克思每年来．次，甚至两次一有时连

续待几个星期u 由 F玛丽·门恩十，他又获得了新的生活，虽然出千“体

面”，他不能与她生活在一起C 为欧门－恩格斯公司所做的工作没有使恩格

斯丢掉更为币要的事情：办公室一整天的 L作之后、他常常学习语言、军

市科学（因此他获得了“将军”的钟号）以及替马克思写文竞。

恩格斯的性格很多方面与马克思截然衵反：他热估、乐观、平和，生

命中洋溢杆愉快，并且有行所有关f洒和女人的良好欣赏力的美名。他对

268 



第五部分伦 敦

朋友忠诚、忍让、无私；思维敏捷、清晰，能够把深奥和复杂的间题简单

化（有时是过分简单化了）。在与马克思所有保存下来的通信中，恩格斯

只有一次好像责备 r 马克思、这是由于马克思冷淡地接受f玛丽·白恩士

去世的消息。整个信件很没有感情。虽然马克思有时对恩格斯的沉默感到

愤怒｀但真正责备的信件只有 次：宙克思山于一本书与威廉·沃尔弗

（其绰号足“鲁普斯”）发生了争吵，原因是沃尔弗说咭克思借了这本书但

没有还。当与恩格斯的交流变少的时候，马克思会暗示说恩格斯把他放在

了沃尔弗和德朗克的后面：

至少这是你现在惯用的方法，自鲁普斯先生迁居曼彻斯特以来，你

在涉及我同这两位先生的私人关系的一切事情上就惊人地一贯采用了这

种方法。为了使我们的通信不致降到单纯的电报往来，最好我们两人今

后完全不要在话里涉及你那里的朋友和受保护者 a [ 166 」

当恩格斯安慰地同f 1言之后，马克思写道：

你知道，每个人有时都有他自己的怪癖和《nihil humani》[“人所具

有的＂］东西，等等。关于“秘密活动”和诸如此类的胡说，我自然从来

没有想过。我的一些忌妒，你巳经习惯了，实际上使我生气的是，我们

现在不能同生活，同工作，同谈笑，而你的那些“受保护者”却能很方

便地同你在一起。[ 167] 

对马克思来说，把对一场巨大灾难的感受写下来是很有必要的。当

1855 年他儿子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候，他给恩格斯写道：“我真不知道怎样

来感谢你替我工作而给予我的友好帮助，感谢你对孩子的关怀。.. (1681 之后不

久，他写道：“在这些日子里，我之所以能忍受这一切可怕的邢苦，是因为

时刻想念着你，想念着你的友谊，时刻希望我们两人还要在世间共同做一

些有意义的韦情。”1601

恩格斯与马克思家庭的其他成员也有着良好的密切关系：他不时地写

信给燕妮，作为礼物给她寄去棉制物品；对千孩子们，他是非常受欢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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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叔叔” 但有时候，马克思的确是责备了恩格斯一—尤其是对燕妮

责备恩格斯 马克思去世之后他的女儿劳拉和爱琳娜删除并毁掉了她们

父母之间可能会给恩格斯带来伤害的那些信件。(17(11

四 继续研究经济学

鉴千马克思的家庭境况，他还能进行严肃认真的［作是令入惊奇的。

他的一个避风港是英国博物馆；他在家记录、整理在那里得到的资料。他

的工作习惯不再像他在布彴塞尔时那样有规律，这从普台上政府暗探的一

份报告中可以看出来；

在个人生活上，他极度没有条理、愤世嫉俗，是一个糟糕的家庭主

人。他过着一种真正的吉卜赛人的生活。他极少清洗、修饰、换衣服；常

常醉酒。虽然他经常一连儿天都无所事事，但当他有大量工作的时候又

会毫不疲倦夜以继日地去做。他没有固定的作息时间。常常通宵达旦，

然后中午就和衣躺在沙发上，一直睡到晚上，整个世界的运转都打扰不

了这个房间。[171)

爱琳娜写下f她曾听到的在第恩街前面的房千里的情形，“孩子们把椅

子棵起来，代表马车，马克思就是马车上被驾驭的马、甚至在他坐在桌边

写作的时候也被＇鞭打'"[172) 。

尽管有这些干扰，马克思还是开始他经济学著作的基础性工作了，进

行了大卧的高质员的新闻写作， 1850一 1851 年间．咱克思长时间地在英国

博物馆，重新开始了 1844 年巴黎期间以后被迫放下的经济学研究。在《评

论》的文章里，他已经分析（从下列现象中得出的一些J力史和政治结论，

即 1848 年革命的失败，牛产过剩的周期性循环和随之而来的 1843一1845

年的过度投机， 1846-1847 年的金础恐慌，以及 1848-1850 年英国和法国

危机的克服 对 l848 年革命分析的结果并没有减少马克思对下次革命爆发

的乐观态度，而且只有在这样的环垃中革命才可能爆发 50 年代初、马克

思和其他在伦敦的德国逃亡者一样，相信革命就要来临。在 1849 年 l2 月

一封给魏德迈的信中可他概述了自己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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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上另一个还没有明朗化的事件，就是工业、衣业和商业的大危

机即将到来。如果大陆上的革命延迟到这个危机爆发的时候，那末，英

国也许一开始就会成为（即使不是出于本意）革命大陆的同盟者。我认

为，革命过早爆发（除非它是直接由俄国的干涉所引起），是一种
不幸...... r 1131 

1850 年晚些时候，马克思确实深信的书悄是商业和金融危机将是革命

不可避免的前提条件。因此他不断地观察这一迫近的危机产生的征兆一—

他发现f大凡的迹象。 1850 年他就已经认为：“如果开始千 1848 年的新的

工业发展周期走茬与 1843—1847 年相同逍路的话，危机将在 1852 年爆

发 ”[174 ；他准确地推理出f危机产生的迹象 1851 年 12 月，他写道：”据

恩格斯对我讲，现在西蒂区的商入也同意找们的石法：由于各种事件......

而被抑制的危机，最迟在明年秋天一定爆发0" l7S 1852 年 2 月，他说：“商

业危机越来越迦近，它的最初的征候在这里已经到处可见“J 176] 。几个星期

后噜他说：“山 F出现了特殊悄况一—加利福尼亚，？，奥大利亚以及英国人的

商业渗入东印度的旁遮普、信德和不久前占领的其他地区－~危机可能推

迟到 1853 年 r 然而危机一旦爆发，就会是非常厉害的，，＂ 177 1853 年 9 月，

他说：“我认为，商业萧条将在春季开始，像 1847 年那样”1781 马克思预

料这一时刻，正像上次一样，首先发生在法国， （他 1853 年 IO 月认为）

“那里......要瀑发一场灾难 ”170 c 1855 年海德公园的游行示威使他认为克

里木战争可能会推动英国危机的爆发．那甲”一切正在酝酿和沸腾”「180] -

对于德国他很谨慎．担心莱茵地区可能会爆发起义，将不得不向国外求助，

这样他们看来就有背叛祖国的味道0 1856 年春大，他写信给恩格斯：“全

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百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

命”181] 。他在这些事悄上的预言被朋及们取乐：威廉·沃尔弗实际上就这

些预言打门监李卜克内西写道：“只是在关千商业危机的话题七......他落

为预言的顽市，自然受到了我们强烈的嘲笑，这使他极为愤怒”『IH2]

方面，马克思不愿看到危机在他面前无限期地衰退下去：危机将会

使他完成经济学巨著 1852 年 8 月，他写信给恩格斯说：“革命可能比我

们预想的米得早 ”183 ! 恩格斯回信表示同意：危机”可能还要拖到 1854

年。我承认，我希望还有一年的时间来啃书本，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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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因博物馆，马克思开始的研究是关于流通和地租这两个问题，之

所以研究达两个回题，是巾 F他持有这样的观点：在法国， 1848 年革命的

主要受益者曾一度是金融贵族，而在英国，未来发展的关键因素则存在于

工业资产阶级和大批的土地所有者之间的斗争。马克思注意了到法国银行

稀有金属的积累以及随之而来的它所控制的信贷的扩大。对于英国，他注

意驳斥了李嘉图的这种理论，即认为如果谷物的价格没有上涨的话，土地

的收入必然会下降。他认为通观英国之前 50 年的情况，这种观点亳无疑问

是错误的，而且科学和工业的进步可以扭转收入下降的自然发展趋势。

1851 年间，马克思如饥似渴地阅读。 1 月，他研读稀有金属、货币和

信贷方面的著作； 2 月，研读休谟、洛克的经济学著作和更多的货币方面

的著作； 3 月，研读李嘉图、亚-4·斯密和流通方面的著作； 4 月，继续研

读李嘉图和货币方面的笘作； 5 月，研读凯甲、马尔萨斯和经济学原理著

作； 6 月，研读价伯、财富和经济学笘作； 7 月、研读工厂制度和农业收入

方面的著作； 8 月，研读人口、殖民和罗马社会经济学著作；秋天，研读

银行、农学和技术方面的著作广总之，咱克思在笔记本上写满了从大约 80

位作者的著作中摘录的大段大段的文字，而阅读的著作还要更多。这种研

读直接服务于他要完成的经济学著作， 1851 年 1 月，恩格斯就已经敦促马

克思＇＇赶快究成并出版你的经济学著作 “185 。 4 月，马克思写道：

...…再有大约五个星期我就可以把这整个的经济学的玩意儿于宪。

搞完这个以后，我将在家里研究经济学，而在博物馆里搞别的科学。这

开始使我感到厌烦了。实际上，这门科学从亚·斯密和大·李嘉图时代

就没有什么进展，虽然在个别的常常是极其精巧的研究方面作了不少

事情。[ 186] 

马克思朋友们热切地等待着这本著作的问世 5 月份，拉萨尔写道：

“我听说你的经济学著作终于要完成了．．，...我将热切地思考摆在我桌子上的

把李嘉图变成社会 E义者和把黑格尔变成经济学家的三卷本巨著 ”I 1&7 l 。然

而，熟知他的朋友恩格斯说：“只要你还没有读你认为很重要的书，你是不

会开始写作的 "IIHH 而 6 月份，马克思仍然很乐观，他在给魏德迈的信中

写道：“从早晨九点到晚上匕点，我通常是在英国博物馆里。我正在研究的

材料多得要命，虽然竭尽一切力倡，还是不能在六至八个星期之内结束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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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C" I lXO 虽然他意识到“无论如何应节在某 大把它纪末”“", {ll 

l851 年 7 月，沛彴东的新书《 I 九肚纪吊命的护体观念》到 r 他「臣、他

立刻转移粘力对这本书的内容进订批判｀｀虽然蒲彴东的这本茗作是反雅各

宾主义的，但在马克思行来它只是揭小J“资本 l3义的现象而没有揭示它的

实质。

然而， 10 月，弗莱里格拉特和皮佩尔（他＇片时正在德国旅行）曾激起

了出版商勒文塔尔对丐克思著作的兴趣－马克思计划写：．卷：“经济学批

判”“社会主义”和“经济思想史”勹勒文塔尔希织先出版最后一卷，吾召

销路如何。恩格斯敦促书克思接受这－建议，们要把历史部分扩充为两卷

……第三卷可以出《社会主义者），第四卷出《批判）一（批判）

之外可能剩下的东西一一－和巳经非常有名的“正面的东西”，即你“本

来“想写的东西...…对于多少能思考问题的人来说，有前几卷的暗示，

反蒲鲁东和《宣言），就足以把他们引上正路了；至于普通的购买者和读

者，如果在第一卷中就巳经发现了大秘密，对历史等等就不会再感兴趣；

正像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说的那样．他们读一下（序言》，一般

东西那里全有了。「 191]

恩格斯建议马克思把“历史”部分拉长使这部笞作肣一些，他直率地

告诉马克思：“这一次可得要讲点生意经！ ”[192112 月初发生了波拿巴政变，

这使恩格斯预料到了勒文塔尔方面出现的麻烦，虽然马克思与这位出版商

的友好联系一直持续到第二年，但仍然足任何东西都没有谈成。连金克尔

都非常急切地要从马克思的“经济学”中得到“积极的基础＂、拉萨尔建

议创建一个公司，发行股份资助出版，但马克思怀疑这杆的冒险是否能够

成功，他无论如何也不希屯把自己的窘困公之于众。 1852 年 1 月，”由千

在德国的失败”193 、他写信讷魏德迈给他在美国找·个出版商 此时、他

巳经放弃了“经济学”的写作 1852 年及大他做 1' 个短时期的笔记；怀

着最后的希望、他把书稍方案交给了出版祸布罗克朵斯｀书的题门是

《l830 年至 1852 年的英国现代政治经济学文献》 仆j罗克豪斯拒绝了，马

克思顶住贫困的压力，坚持《揭露科伦八产党人案件》的写仵，并巾于新

闻约稿的增加，他的“经济学”搁笘了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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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闻工作

“经常给报纸写乱七八槽的东西已纾使找厌烦，这占去我许多时间．分

散注意力．而到头来一串无成。不管你怎样力求不受限制，总还是被报纸

及其读者捆住了手脚，特别是像我这杆需要拿现金的人 纯粹的科学 T一作

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194这是马克思 1853 年 9 月对于他的新闻工作的看

法，当时他巳经给《纽约每门论坛报》撰稿一年了 马克思是应执行编辑

查理·德纳之邀撰稿的C 德纳有行坚强的独立性格：他在父亲破产和母亲

去世后由叔伯养入，凭若自己的力队进入f哈佛，但由千没钱，一年后被

迫辍学 1841 年，他在小溪农庄公社（该处提倡傅立叶主义）加入了“空

想共产村庄“团体，当时他在那里是极为活跃的成员之一口当“空想共产

村庄”被大火焚毁后，德纳被礼拉斯·格里利聘为《纽约每日论坛报》的

编辑 《纽约每日论坛报》创建于 1841 年，有若引人注目的影响力，《每周

论坛报＂）对日报进行汇编，在美国有 200 000 份的发行员 该报的策略是

受到格里利启发，立场惊人地激进：它大队地报追傅立叶派的思想，赞成

禁洒，支持保护国内工业的制度（罕少有－段时期是这样），反对死刑和

奴隶制。这种相当奇怪的矛盾立场引起f马克思的蔑视：

《论坛报》当然竭力替凯里的这本书吹嘘。它们二者确实有共同点，

它们在西斯蒙第的博爱主义社会主义的反工业化的形式下｀替美国的主

张实行保护关税的资产阶级即工业资产阶级说话。《论坛报》虽然大谈各

种“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空话．却能够成为美国的“第一流报纸＂，其秘

密也就在于此。”95J

德纳 1848 年在科伦曾与马克思见过面，并对马克思留有深刻印象。

1851 年 8 月，他请马克思担任《纽约每 H 论坛报》 18 名国外记者之一，请

他写了系列德国时事文兹＂马克思仍然想着完成他的《经济学》，还不能

写出流畅的英文，于是在同一封信中关F报纸的提议他对恩格斯说：“如果

O)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织） （中文版）中将共简称为＂《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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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用英文写一篇关于德国局势的文章，在星期五早晨．．．．以前寄给我，

那将足一个良好的开端。',196 一周以后，他写道：“至千《纽约论坛报》的

事，我由千搞政治经济学忙得要命，现在需要你的帮助巳讷你写一些关于

1848 年以来的德国的文章，要写得俏皮而不拘束。这些先生们在外国栏中

是非常大胆的＂ ！＂恩格斯答应了， l0 月份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写了

第一篇文章J文节共发表了 18 篇（都是由恩格斯写的），并获得了巨大成

功。“得知（你的文章）正在被大批的人满意地阅读，并被广泛地抄米抄

去．这或许会使你感到高兴。”l 19M) 作者砰名的秘密被很好地保存了。《德国

的革命和反革命》器名作者是马克思，数年中文音被多次重印。 199]

1852 年 4 月，德纳讷马克思定期为《纽约每口论坛报》写英语文章。

马克思在德国写作，把草稿寄给恩格斯翻译。但 1853 年 1 月，他写信给恩

格斯说：“我第一次冒险给德纳用英语写文章 ”lOO 。同年，由于与俄国的

关系变得紧张．咱克思扩大了他的主题，不久写作就涉及了世界政治的各

个方面。他的文名得到极高的评价。 1853 年 1 月，其稿费增加到了每篇文

章两英镑。当时的一位作家说德纳定期地”陷入了｀卡尔·马克思＇或

'巴黎的一个美国人＇的读物之中“,1854 年初，马克思经由德纳得到了美

国杂志提供的一个机会，即写一些康德以来的德国哲学史的文章 文迂要

＂辛辣而又能引起兴趣＂，而且“不包括任何有损该国宗教感情的东

西”201] 。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如果他们在一起，可能会赚到钱，而他

“一个人可不敢曾险干这项工作“[202]' 但串悄没有继续下去。同年，马克

思和《纽约每日论坛报》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了：德纳经常删减马克思的

文章，有时把文章的第一段作为社论，其余部分独立刊登，并且不署名。

《纽约每日论坛报》总共有 165 篇社论摘录自马克思的文章，虽然事实上德

纳喜欢的这些文章（他并不知道）是出自于恩格斯之手c 马克思坚持认为

要么全部署名，要么全部都不署名~ 1855 年以后，所有刊登的文章都没有

罢名。 1853 年，《纽约每日论坛报》刊登了马克思 80 篇文章， 1854 年也大

概是这个数目， 1855 年只有 40 篇， 1856 年是 24 篇 c 1857 年初，马克思威

胁说既然《纽约每日论坛报》对于斯拉夫语言的倾向越来越明显，而刊登

他的文草这么少．那么他要给另一家报纸撰稿了：于是德纳答应不论是否

刊登，每星期都要给他一篇文章的稿酬。

1857 年 4 月，德纳请马克思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稿。该书的筹划

是乔治·利普利的主意，他是德纳从小溪农庄公社时期就开始结交的朋友，

是《纽约每日论坛报》事实上的编辑。该书最终成书 16 卷，有 300 多名撰

稿者．获得了极大的成功c 该书以严谨的客观性为目标9 德纳写信给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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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说他写的文章不论是关于政治的、宗教的，还是哲学的间题，都不要包

含任何带有偏见的论据。虽然恩格斯认为德纳的建议是“我们一直等了这

么久的机会，这可以尽力避免财政上的不足 ”20), 计划是集合一些合作者

共同工作，但没有实现。请马克思主要撰写的是军事史方面的文章；当恩

格斯由于祖辈方面的事情而病倒的时候，这件事严重受阻。马克思对尴尬

的推迟不能给出合理的理由，后来竟撒谎说文章可能是在邮寄的过程中丢

了。他大部分的稿件写于 1857—1858 年，但直到 1860 年底，他也还陆续

寄去几篇。每页两美元，这是一笔有益的收入资源。马克思结束撰稿的原

因不得而知。总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在《美国新百科全书》中共

刊登了 67 篇，其中 51 篇是恩格斯写的，但马克思为文章的写作在英国博

物馆中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工作。

1857 年底，商业危机迫使《纽约每日论坛报》辞退了除了马克思和其

他一位记者之外所有的国外记者。 1861 年，格里利由于受马克思观点的影

响，让德纳把他也解雇了。德纳拒绝了，但几个月没有继续刊登他的文章。

1861 年底和 1862 年初刊登 r 几篇，但 1862 年 3 月，德纳写信给马克思说

美国内战巳经占了报纸的所有篇幅，让他不要再寄文章了。《纽约每日论坛

报》一共刊登了马克思的文章 487 篇．其中 350 篇是他自己写的， 125 篇是

恩格斯写的（大部分是关于军事方面的）， 12 篇是合写的。

马克思的文章不单单是用来谋生的：尽管他对自己的作品评价很低，

但仍然一直能写出极富天分的新闻文章，并且，用《纽约每日论坛报》编

辑的话来说，他“不仅是......最宝贵的撰稿人之一，而且也是该报报酬最

优厚的撰稿人之一”(204] 。马克思远离传统新闻资源，因此与其他多数记者

相比，较多地利用了官方的报道、统计资料等 此外，他还尽力把大忧文

章与他“严肃的＂研究连在一起，增加了文章的深度。例如，他关于印度

的一些新闻文章就几乎逐字地收入了《资本论》。他所持观点强硬，其文

章异常冷静客观。在很多领域（例如，在反对反动的欧洲政府上），他完

全同意《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立场，并且能强有力地表达自己的见解，但

在分歧的地方，他本人尊重的是直接事实。I 205 I 

虽然马克思开始时完全只写关于英格兰的文章（他对其情况格外熟

悉），但到 1853 年，他也写关于欧洲的文章，其中写得最多的主题是克里

米亚战争即将爆发。对此，马克思广泛地注意了维护西欧文明价值，正如

1789 年及其后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所持的观点．他驳斥了俄国“亚洲

的原始状态”。他几乎是病态地仇恨俄国，致使他有着认为帕麦斯顿是俄国

外交工具这一奇怪的观点，并提议要“揭露＂ （正如他在一系列文章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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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帕麦斯顿表里不一的行为。l206l 这些文章中一些是为《自由新闻》写

的，该报由浪漫主义保守派政治家戴维·乌尔科尔特经营。对于戴维·乌

尔科尔特厌恶俄国的观点｀马克思描述为“七观地反动”噜但“客观地革

命”[207] 。在给《自由新闻》的撰稿中，马克思特别费精力地批驳了赫尔岑

对俄国社会主义者使命的信念以及他的老朋友和同事布鲁诺·鲍威尔的文

章－布鲁诺·鲍威尔认为俄国的专制是罗马管理国家本领的复活，是与

空洞的西方民主相对立的现存宗教基本原则的体现U 这是德纳批评马克思

的观点，他认为马克思对法国和俄国的态度上表现了“对美国报纸来说是

太过分的德国人的感情”[lOR) 。

马克思还就远东，尤其是印度，写了相当多的文章。总体上，他认为

殖民主义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资本主义在灭亡之前必定要遍及整个世

界 正像西方的工业化一样，它同时有着进步性和巨大的破坏性。他写道：

“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

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

础 ”[2091 。在马克思吞来，亚洲没有自己的历史，情况更是如此。之所以这

样认为，是由于其生产方式与西方不同 ,210 :要组织广大民众满意地进行农

田灌溉，这种必要性已经导致了高度集权的政府，这种政府的基础是自给

自足的村庄，完全缺乏土地的私有性质。印度唯一的变化是由入侵者带来

的，最近的根本变化是英国资本带来的 虽然这些变化对英国没有益处、

但终将把印度带进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遍规律之中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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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认为，很少的著作能在较为艰苦的环境中写；而我能书写秘密

的历史，它将揭示出无穷尽的忧伤、烦恼和不安

—燕妮·马克思





第六部分 “经济学”

— “经济学批判手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7 年，马克思不止，次地预言的经济危机确实爆发（、这使他为得

到经济学研究的某种结论转入了近乎疯汗的努力C.关千达一点，首先应该

提到的是 1857 年 12 月他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信中写道：“我现在发狂似地

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些基本问题搞清

楚。 ”Ill 一个月后，他被迫服了长时间的药．并承认过：“我经常夜间工作，

工作时虽然只喝些拧檬水、但是抽『大械的烟”t2

他还编写f危机期间钧天发生书情的极为详细的 II i止小实上，马克

思所说的＂综合”早在 1857 年 8 月就已经以写作总导言开始了。这篇大约

30 页长的导言，以一种探索性的门吻和不完整的形式讨论了经济学研究的

方法问题，并试图对茗作中接下来的作历史部分的顺序提供合理解说。这

一导言没有出版，囚为、正如马克思两年后所说： ＂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

说出正要证职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熟我走，就要下定决

心，从个别上升到一殷＇，可C.

《导言》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月生产 “(]l 马克思把“个人的一

定社会性质的生产 ”I•' 作为考察的出发点。他拒绝f斯密、李嘉图和卢梭的

出发点，他们从与社会柜脱离的孤立的个人开始：“孤立的一个入在社会之

外进行生产……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竞有语言发展一

样”151 。接若马克思指出为了不忽略各个时代之间的本质差别，努力提出一

切生产共有的一般规定是重要的。现代经济学家，例如J. s．穆勒，就有这

样忽略的错误，他们竭力把现代资本一七义的生产关系描绘成永恒不变的社

会规律。马克思举了两个例子：像穆勒这样的思想家从财产是生产的条件

这样一个同义反复的命题一步跳到了财产的一定形式一私有财产一是

原始的形式这样的假定；然而历史却表叩，共有财产是原始形式。第二，

有一种观点认为一定时代的法制基础是永恒不变的原理，而没有认识到

“每种生产形式都产生出它所特有的法的关系”6 马克思用下面的话总结

了第一部分：“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节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

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索，

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1 I 0 

0 英文表达为 Production in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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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勹部分足“生产与分配、交换、泭费的一股关系”。在这一部分

中，冯克思急切地驳斥f这种观，I炽：彼此孤立地石彴牛产、分配、交换

和消费达四种经济活动 介 一开始，他就官称在－定，总义 I· 令生产和悄

费足柜同的，框此－个人可以谈到生产性．的消费和消费性的生产；而他

们每一方实际上都是达到另．力的途径；协．方都塑造右对力的存在形

式。同样，马克思驳斥f分配可以岛开生产佷远或者独立］二生产这种观

点。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k] 为“在印个的个人面前，分配自然表现为一

种社会规律，这种规律决定他孔牛产中的地位，他在这个地位 K生产，

囚而分配先于牛产”8 、不论是外在的扩张还是内在的革命，也都似乎是

分配先f生产并且决定牛产 回杆．交换奄也是这样｀对马克思来说似

乎是生产的一个组成要素 节克思总结道：“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

牛产、分配、交换、悄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个总体的各

个环节”0 •> 

第壬部分是“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这部分仆常抽象，但对理解马克

思的方法却十分酐要c 他希中建汀 种讨论经济学的正确方法，即由简单

的理论概念开始．如价侦和劳动｀然后内进入到较为复杂的但却能观察到

的整体，比如人口或者阶级。相反的方法以 17 世纪的为典型；而 18 世纪

的思想家采纳了这种“从抽象 K升到具体的方法”r 10 ·,这“无疑是科学的、

汇确的方法”。

接石．呫克思举 r i,Q.J个简单而抽象的概念的例仁货币和劳动，开始

了他的分析r 他认为两者只足在资本 L义社会中才获得了它们充分复杂的

形式；因此，人们只有在资本 K义仕会的背景下才可能充分理解前资本主

义的经济学、正如“人体解剖对千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 ＂。马克思继续

，与道：．．因此，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

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足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

系决定的...….. [ 12 接若他列出（由 h个部分构成的内容涉及 1一，泛的经济学

著作暂时性大纲。结尾处｀他对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中明显的困难展开了有

趣的讨论：为什么希腊艺术在 19 世纪得到如此多的欣货？而创作这些艺术

的当时社会经济背景与 19 I仆纪足如此的迥异。马克思没有广i接回答这一间

题。而是仅仅提出了如下的问跑：“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

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仵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不出永久的魅力呢？”“

手稿就此中断 r

冯克思在《导言》的未尾处叙述f他的写作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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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戎多或少属干一切社会形式……

(2) 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井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

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的相互关系 c 城市和乡村。三大社会

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私人信用）。

(3) 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 “非生

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外国移民。

(4) 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 9

(5) 世界市场和危机。l 口］

这一计划以简单的形式正复 r 1859 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

吉汀的一些内容：“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

界市场”八］

保存下来的手稿 (1857 年 10 月罕 1858 f 3 月 6 个月中写成的）以

《经济学手稿》 (GrundrissP) 为人所知 匕来自千只德文题目 Grundrisse der 

Kriti k der politi .,chen Oekonom ie (《政治经济学批判「i稿》）的第一个单词

Grundrisse （手稿）。,.这些于稿根本没个全部涵盖上述目录中的内容 很明

显，它们大部分足该笘作第一部分的草稿．该手稿整体被分成两部分：第

一部分足关千货币，第一．部分要长得多，是关于资本的部分；后者又包含

三个部分：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剩余价值轧化为利润。然而，这

些经济学的讨论与广泛的、与主题无关的论题交织在一起，这些论题诸如

个人和社会，劳动的性质．自动化对社会的影响，空闲时间的增加和劳动

分工的消灭问题，在资本 l噜义社会的较高阶段上异化的性质，资本主义的

革命性质以及它固有的普忐性．笘，等。正是这些离题的讨论赋予了《经济

学手稿》极端的重要性，表明对一项庞大的研究来说，这只是一部初稿；

马克思后来呈现给世人的齿作《资本论》只包含 r 《经济学手稿》明确标

阴基本内容中的一小部分丿论述诸如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的部分，显示出

马克思一定程度上逐渐勾勒出了他的其他五部“经济学”著作的基本论

题 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是：“手稿（如果付印的话，将是一本厚厚的

书）中的一切都乱七八精的，有很多内容是扜究在后面的部分进行阐述
的" -17, 

像马克思几乎所有的币萝作品一样，《经济学手稿》从批判其他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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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开始：他显然通过批判其他人的观点比较容易地得出自己的思想。因

此，前面几页是对改革经济学家凯里和巴师夏的批判。马克思赛有才华地

把他们分别描述为 19 世纪中叶“美国人“罪恶（和美德）的体现和蒲鲁

东的学生。大约写了 l0 页之后，对凯里和巴师夏的理论就没有进行进一步

的讨论－马克思尖刻地评论道：“不能再谈这些毫无意义的东西了“, 18 0 

通过对这些微不足道的理论家的批判，马克思磨砾了自己的批判能力．然

后他踏出了自己的道路。这些手稿笔记的探索性质．它讨论的各种论题以

及极为浓缩的风格，这一切都难以对其内容做出令人满意的简明的解释，

几乎不可能对它们进行解释口《经济学手稿》是一块巨大的没有开垦的土

地：因为现在还几乎没有探索者，甚至他们还没有穿过它的外围 C 但是，

有些东西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的

第一，它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风格上，都有滴与 1844 年手稿的连续

性，最明显地表现黑格尔对两部手稿的影响。异化、物化、占有，人与自

然的辩证关系以及人的一般性质或社会性质等．所有这些概念都在《经济

学手稿》中再次出现。在 1858 年手稿中，马克思对他同时代的经济学思想

提出过如下评论｀这些评论完全可以使人联想到他 1844 年对货币的＂具体

化”(reifiration) 的评论：“我们所达到的结果并不足这样．即生产、分配

和消费是同一的，而是它们全都是某个实体的部分，是某个集合体的不同

方面。”{ 19] 或者后来更一殷地概括说：

...…经济学家自己就说．人们信赖的是物（货币），而不是作为人的

自身。……货币所以能拥有社会的属性｀只是因为各个人让他们自己的

社会关系作为物同他们自己相异化。[20J

在这方面．《经济学手稿》中最引人注门的段落是马克思草拟的“经

济学”的计划，它是以可能直接来自千黑格尔的《逻辑学》的语言表

达的 21

然而，它们之间义有着显著的不同。 1844 年，马克思巳经读了一些

占典经济学家的著作，但还没有把这种知识融入他对黑格尔的批判之中。

所以，《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另外以《巴黎手稿》而为人所知）

分成两个独立的对等部分，正如该书的首批编者所加标题说明的那样：

．＆经济学和哲学手稿”,1857—1858 年，马克思巳经消化吸收了李嘉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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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有趣的是．在《经济学手稿》中没有提到费尔巴哈），而且正

处于综合自己思想的时候。用拉萨尔的话说，他是“把黑格尔变成经济

学家，把李嘉图变成社会主义者 ”221 ＿依据经济学历史．这一极为丰富

的内容意味着《经济学 F稿》虽然继续讨论右 1844 年手稿的中心议

题，但却以．－种比他以前对自己哲学与经济学思想进行综合所可能达

到的、更为复朵的方式．对它们进行了论述 因此，把 1844 年手稿作

为马克思的核心．件作（止如许多阐释者所讲的那样），足夸大了它们的

重要性。

关于经济学，《经济学批判》是咱克思成熟评论的第一次阐述C 有两

个关键性的变化需要强调 第一，马克思没有分析市场交换的机制（像他

1844 年那样），而是从生产开始分析。第＿；，现在他认为 E人交换卖出去

的不是他的劳动．面足他的劳动力，正是这两点的结合导致了剩余价值学

说的产生。因为，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剩余价伯不是由交换创造的，而是

由这种现实产生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于段的发展，使得资本家能够

享有工人劳动力的使用价侦，以此制造出了远远高千纯粹劳动力的交换价

位的产品，而这些交换价值只不过可以用来维持主人的最低生活水平。事

实上，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几乎所有要东都在《经济学手稿》中得到了阐

述。然而，由千这些要素将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史为详细的论述，那么

对那些并没有再次展开的内容而言，《经济学手稿》对巨大著作的各个部

分的完整性更感兴趣。

这些内容是围绕这样的中心议题展开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

以及建立没有异化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诸种可能性 在《经济学手稿》中，

马克思对异化阐还的创新之处，是试图使之探深地置于历史之中。资本，

还是一种明显的“异化”力阳，已经发挥了极为积极的作用。在很短的时

间里．它极大地发展f生产力，以历史创造的需要代替了自然需要，并促

成了世界市场的形成，在克服过去的限制之后、资本不过是未来的数不清

的财富的转折点：

这种具有一般性的生产的普遍本性创造了个人同自身以及同他人的

疏离，但是也第一次创造了人的关系和能力的一般和普遍的本性。在发

展的早期阶段，孤立的个人显得较为全面，因为他尚未制造出自己的丰

富的关系，他尚未把这些关系作为反对自身的力量和自治的社会关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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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试图复归于那种原始的丰富性是多余的．因为这等于相信它的

全面贫乏的必要性。资产阶级的观点从未超越同这种浪漫世界观的对

立，因而会作为一个合理的反题为这种浪漫世界观所伴随．直至它

完结。 (lJ]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产牛的这些思想与资本主义本身同样知暂：咱克思

在这里明确地表达了他对“古典”自由上义原则的作常简洁的批判 指出

了自由竞争最终一定要阳碍资本卞．义的发展一不管它本身在最初足多么

必要，马克思暗指：

¥9 

……由此也产生一种荒谬的看法，把自由竟争看成是人类自由的终

极发展......

揭示什么是自由竞争，这是对十中产阶级先知们赞美自由竞争或对

于社会主义者们诅咒自由竞争所作的唯一合理的回答。如果说，在自由

竞争的范围内，个人通过单纯追求他们的私人利益而实现公共的利益，

或更确切些说，实现普遍的利益．那么，这只是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生

产的条件下他们相互压株，因而他们的相互冲突本身也只不过是这种相

互作用所依据的条件的再创造n 不过，一旦把竞争看作自由个性的所谓

绝对形式这种幻想消失了，那么这种情况就证明，竞争的条件，即以资

本为基础的生产的条件，已经被人们当作限制而感觉到和考虑到了，因

而这些条件已经成为而且越来越成为这样的限制了。断言自由竞争等于

生产力发展的终极形式．因而也是人类自由的终极形式，这无非是说中

产阶级的统治就是世界历史的终结一对前天的暴发户们来说这当然是

一个愉快的想法,;, 24 

理解资本主义的这种矛盾性质——以及它包含的无异化社会的诸种

可能性一的关键是时间的概念。" 4 切经济学”、马克思说，“归根结

底可以被归结为关千时间的经济学””。资本主义的利润建立在剩余

劳动时间的创造之上，而另一方而｀资本主义的财宫把人从体力劳动

中解放出来｀并给人增加了自由时间。资本本身就是一种“不断

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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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这种趋势，资本超越了各种民族界限和偏见，超越了对自然界

的崇拜和对局限于既定界限内各种现存需要的固有的、自给自足的满足，

超越了传统的生活方式的再生产 C

资本摧毁了所有这一切，并且是不断革命的，因为它扫除了一切阻

碍生产力发展、需求扩大、生产多样性以及对自然力和智力进行利用和

交换的障碍。(26]

但是在马克思看来，正是资本主义的这些特性导致f它的解体。它的

财富建立在机器的引入以及随后的自动化引进之上（在这里马克思的预见

是惊人的）；这反过来导致社会财富生产中劳动的不断减弱的作用和资本占

有剩余劳动的必然性之间的逐渐扩大的矛盾 因此，资本既有巨大的创造

性，也有巨大的浪费性：

一方面，资本调动科学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

和社会交往的力量，以便使财富的创造不取决于（相对地）耗费在这种

创造上的劳动时间。另一方面，资本想用劳动时间去衡量这样造出来的

巨大的社会力量，并把这些力量限制在为了把巳经创造的价值作为价值

来保存所需要的限度之内。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这二者是社会的个人

发展的不同方面·一一对于资本来说仅仅表现为手段，仅仅是资本用来从

它的有限的基础出发进行生产的手段。但是，实际上它们是炸毁这个基

础的物质条件。[l7)

诸如这样的段落足以清楚地显示出，似乎是纯经济学理论的东西（例

如劳动价值论）并不是经济学理论，在这方面，例如凯恩斯或者熊彼特就

这样来理解。接着．不可避免地，只是把马克思看作几位经济学家中的一

位就有些歪曲和误解他的意图了。因为，正如马克思本人早在 1844 年曾宣

称的那样，经济学和伦理学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经济学手稿》

表明了这一观点在他后期著作中与前期著作中一样真实无疑。

随着资本主义创造的生产力的巨大增长，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就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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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这样一种危险性．即引导人类发展的力缰将会完全由机器掌控，从而排

除人类的掌控：“因此，在机器中，科学呈现为某种异化和外化千工人的东

西；活劳动从屈于独立活动的对象化劳动。就工人的行动不受资本的需要

决定而言，他显得是多余的。 ”[28)在自动化时代，科学本身就可能成为促成

异化的最大因素：

只限于一种单纯的抽象活动的工人活动，

器的运转来决定和调节的，而不是相反。科学通过机器的构造驱使那些

没有生命的机器肢体有目的地作为自动机来运转，这种科学并不存在于

工人的意识中，而是作为异己的力量，作为机器本身的力量，通过机器

但是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并不必然随之带来单个人的异化：它为社会提

供了这样的机会，即社会山“社会的”或“全面的“个入组成－这种人

非常类似千《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到的“全面发展的“个人。下

面显示了马克思如何描述从个入生产到社会生产的过渡：

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

身也就摆脱了贷困和对抗性的形式。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

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泌要劳动缩减

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

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受一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观念的严重束缚，

在他们看来，劳动的社会权力物化的必然性是跟这些权力同活劳动相异

化的必然性分不开的。 30]

引人注目的是在这里（整个《经济学手稿》都是这样）并没有暗示提

及这种过渡的中介，也就是说，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

“全面的“个人一－个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几乎令人心烦地

恢复的概念一—现在处千马克思乌托邦思想的核心；千年的张力(the m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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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n ial strain) 在《经济学手稿》中比《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共产

主义描述为“历史之谜的解答”更消楚了。马克思说．资本中固有的这种

普遍趋势创造了：

结果就是：生产力或一般财富从趋势和可能性来看的普遍发展成了

基础，同样，交往的普遍性，从而世界市场成了基础）这种基础是个人

全面发展的可能性，而个人从这个基础出发的实际发展是对这一发展的

限制的不断消灭，这种限制被意识到是限制，而不是被当作某种神圣的

界限。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

观念关系的全面性。由此而来的是把他自己的历史作为过程来理解，把

对自然界的认识（这也表现为支配自然界的实际力昼）当作对他自己的

现实体的认识，发展过程本身被当作是并且被意识到是个人的前提。但

是，要达到这点，首先必须使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成为生产条件，使一定

的生产条件不表现为生产力发展的界限。[31

马克思很少探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形态：在他自己看来，这是足

够理智的，因为他将因此把自己罚入“唯心主义”的指贲之中，唯心主

义的轴心是缺少现实基础，但《经济学手稿》的某些段落表达出了甚至

比著名的《共产主义宣言》中的论述和处于马克思思想核心的《哥达纲

领批判》更好的思想。核心因素之一·节然足时间，因为“全面的“个人

的发展首先依赖于他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时间在马克思的未来社会中具

有本质性：

如果我们假定共同生产，自然对时间的规定仍然是基本的。社会要

求生产小麦和牛等的时间越少，它所获得的用于其他物质或精神形式生

产的时间就越多。至于孤立的个人，他的发展、享受和沽动的全面性就

取决于节约时间…．．．「 12)

只有通过机器的广泛使用空暇时间才有可能＿机器在过去与工人相敌

对，而未来它的这种作用将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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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有什么特殊的洞察力就可以理解：例如，如果把从农奴制的

解体中产生的自由劳动即雇佣劳动当作出发点，那么，机器只有在同活

劳动的对立中，作为活劳动的异己的财产和故对的力量，才能产生出来；

换句话说．机器必然作为资本同活劳动相对立，但是同样也不难理解：

机器一旦比如说变成联合的工人的财产，也不会不再是社会生产的要素。

但在第一种场合，机器的分配，也就是它们不属千工人这一情况，正是

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条件3 在第二种场合，改变了的分配将

以改变了的、由于历史过程才产生的新的生产基础为出发点。[ll]

马克思驳斥（亚当·斯密把［作看成必要的强制的观点，也不赞成傅

立叶认为［作会变成－种娱乐的形式的观点。依照马克思的说法，斯密的

下述有关劳动的观点是对的：

点，

……这种劳动还没有力自己创造出（或者同牧人等等的状况相比，

是丧失了）这样一些主观的和客观的条件，在这些条件下劳动会成为吸

引人的劳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但这决不是说、劳动不过是一种娱

乐，一种消遣，就像傅立叶宪全以一个浪漫女郎的方式极其天真地理解

的那样。真正自由的劳动，例如作曲，同时也是非常严肃，极其紧张的

事情。

物质生产的劳动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能获得这种性质： （ l) 劳动具

有社会性； （ 2) 劳动具有科学性，同时又是一般的劳动，是这样的人的

紧张活动．这种人不是用一定方式刻板训练出来的自然力，而是一个主

体．这种主体不是以纯粹自然的．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现在生产过程中，

而是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那种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心］

马克思描述了这样一个时代，此时产品不依赖于雇佣劳动的数量，而

依赖千科学和技术的总体水平；此时财富将由生产的增加扯来衡鼠，它与

雇佣劳动时间完全不成比例；并且．此时“人是生产过程的管理者和协调

者”。接着就会带来人类的真正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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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

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令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

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

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

间，这同新发展起来的由大工业本身创造的基咄相比，显得大可怜了。

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沔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

必然不再是财宫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

的剩余价值不再是发展一般财富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

发展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的条件 Ll35

这些摘录显然不能给出《经济学手稿》的内容全貌｀但的确可以使入

们对马克思最为丰宫的思粔留有消晰印象。启发马克思描述的这幅图景的

性质至少可以大致勾勒出来：公共产品（工作的质量决定它的价伯）；货

币的消失和交换价值的消失；以及为单个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种种机会的空

暇时间的增加 U 《经济学手稿》不只对理解和阐释马克思的思憩是至为重

要的 马克思当时对技术的双重性质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

囚此，最为可取的是把马克思的思想看作对 1844 年第一次探索的核心

问题－这—过程在他 1857-1858 年的作品中达到顶点一的继续思考。

1844 年手稿和《经济学手稿》之间的连续性是显而易见的。作为 15 年的

研究结果，马克思本人在一封信中谈到《经济学手稿》时说：“它是十五

年的、即我一生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 ”l3h;C （这封特别的信写千 1858 年

11 月，正好是马克思 1843 年 II 月到达巴黎之后 15 年 3) 在 1859 年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他又写道：“我面前的全部材料都是专题论

文，它们是在柜隔很久的几个时期内写成的，目的不是为了付印，而是为

了自己弄消间题，至千能否按照上述计划对它们进行系统整理，就要看环

境如何了“”“。这完全是指 1844 年的巴黎手稿和 1850—1852 年的伦敦笔

记。马克思对他早年的资料不断地使用，同时加以修改（例如《资本论》

就是借若 1843—1845 年的笔记写作的）。

《经济学手稿》关千资本的开头章节几乎逐字地再现了 1844 年手稿中

的一些段落：关于人的需要、人作为类存在、个体作为社会存在、自然

（在一定程度上）是人的身体的思想、宗教异化和经济异化之间的类比等

301 



马克思传（第 4 版）
Karl Marx, A B iography 4 E 

这两部菩作还都共同地有着乌托邦以及近千年的张力。有－点特别地加强

『这一连贯性：《经济学手稿》与 1844 勺手稿一杆是“黑格尔式的＂。这

有时被说成是表面化的黑格尔主义， 1858 年 1 月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一封信

经常被引用来证明这一点：“完全巾丁偶然的机会－弗莱里格拉特发现了

几卷原为巴枯宁所有的黑格尔笘作，并把它们当做礼物送给了我，一我

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籵加工的方法上帮f我很大

的忙”[“。马克思阅读黑格尔的著作可能是偶然的，但兖无疑问黑格尔对

他的影响却是深刻的。《经济学手稿》中最具有黑格尔风格的部分、其中

一些－—－尤其是关千资本部分的索引一写千收到弗莱里格拉特的礼物之

前 在马克思写千 1857 年 I 1 月《经济学于稿》中的一个注释中说：“以

后，在继续探讨另一个问题之前．有必要改正这种分析的唯心主义方

式。”国］此外，在完成《经济学手稿》时．马克思给拉萨尔写信说喝黑格尔

的辩证法”无疑是整个哲学的最新成就＂，但正因为如此“解除它在黑格

尔那里所具有的神秘外壳就是极端币要的"`40) ［有时有人在马克思又重新

燃起对黑格尔的兴趣与列宁在 '1了作《帝国卞一义论》 (Imperialism) 和《国家

与革命》之前对黑格尔的阅读作合即的类比）］为『对马克思思想的连续

性进一步进行举例，就可能要提及“异化”这个术语（它在《资本论》中

的出现好像比一些作者认为的要多得多）＜这 概念构成了《经济学手稿》

人部分重要段落的核心

马克思从来都不否认自己的任何作品。当然，当他再次读《神圣家

族》的时候，写到了自己的困官，这倒足贞的 但他在 1846 年说的这句话

是典型的：“一个继续写作的作者不会在六个月以后原封不动地把他召六个

月以前写的东西拿去付印，这是可以理解的＂ 411 1862 年他义评论道：“我

对四周前写成的东西不满意．义究令屯弓 r··142 。他说甚至《共产上义官

言》随若时代的变迁也需要修正 虽然这样，但他还是（比如 1851 年）非

常希望看到重版他早在多年以前的 1842 年的《莱茵报》的文立。他的思想

发展是一个“自己弄清问题”',11 （用他自己的话说）的过程，所以．既不

能分裂成几个时期、也不能石成一个没h变化的整体 (monolith)

1858 年 2 月底，马克思进发的创作努力停止了．他面对符史为困难的

问题，即如何把 800 页的手稿整坪成可以出版的形式。拉萨尔巳表示愿意

担任马克思的柏林代理。马克思忽然想把自己的著作以几部小的卷册形式

出版，他的理由是：没有时间也没行办法把他的材籵整理成一部完整的著

作；这样可以有更广泛的读者；还囚为这样史容易找到出版商 他回时告

诉拉萨尔他加工“经济学”的进展怕况，他把它描述为“对经济学范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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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或者，也可以说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的批判”•• I 三个星期后，

他通知拉萨尔淮各放弃第一部分的版税，如果可以比较容易找到出版商的

话己这 分册，他接着写道，是一部“比较完整的茗作“，其内容包括

”(l) 价伯．（ 2) 货币，（ 3) 资本一般（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

程．两者的统一、或资本和利润、利息）＂。这些材料实际从整体上构成了

《资本论》最终的二卷，这－分册特别讨论了令嘉图止确的价值定义和他

阐述利润问题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经济学家们做进月步的观察时将会

发现，“总起来说，这足个难题“心］ U 

到 1858 年 3 月底为止，拉护尔找到了．位出版商，弗兰茨．敦克尔，

他准备付给马克思版税C 按拉萨尔的说法，这比柏林教授所得好多了。虽

然马克思已经答应（这 分册要．合大约到 5 月底”:46，才能脱稿。但他几乎

没有进展：他给恩格斯寄f一份关于价伯和货币部分的长的提纲，但没有

完成关于资本的那一部分，虽然它是“第一分册中最重要的部分 ”47 l 。马

克思的肝病义犯（，又给他带来了麻烦；燕妮给恩格斯写信：“精神上的不

安和激动使病悄入大恶化，现在同出版商订了合同之后，这种不安和激动

自然变得更加厉害．曲 ll. H 甚－ Ll 、因为他根本不可能把这部著作写

完＇，国＇。整个 5 月份，在他回到曼彻斯特之前嘈稿子只不过才刚开了个头。

返回之后，他仍然审核他的手稿，尽力决定要包含的东西，但焦虑和身体

的疾病使得他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中难以做任何事悄～

阳碍马克思完成出版计划的主要困难是再次的财政问题。恩格斯本以

为马克思一旦在哈佛斯托克小山安顿卜米之后，他的问题就得到解决了。

因此当马克思给他丐信谈到目前的境况，他很吃惊｀马克思写信说，迁居

实际上更加恶化 r境况： ＂......我完全搁浅f。我仅有的．点现款已投入一

所新住宅，住在这电绝不能像在第恩街那样－大 天地熬日子；既没有指

望，家庭费用又越来越大......我的处境的确比五年前更惨 我曾以为苦水

巳喝到头f。们足不然 而且最糟糕的足，这回的危机不足暂时的。”心1 恩

格斯抇保每月蚊少捉供 5 英镑｀马克思也在为从《纽约每日论坛报》得到

收入而奋斗一山于他如此地专注f.《经济学 F稿》．他为该报的撰稿实

际上在下降。他还经常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稿，但一—典型地－他

的支出超出他的预算，所以很快他就欠出版商债了。他唯一求助的是典当

铺，指望每一季术都爆发危机，又害怕冬天的来临｀因为那时就必须赎回

大衣和其他一些外衣 但 1858 年 7 月，他爆发了强烈的财政危机。他给恩

格斯写道： ＂......达种处境再也不能忍受下去广.....我完全不能工作，囚为

一方面为了筹钱我把大好时光浪费在四处奔走和亳无效果的尝试上，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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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由于家务杂乱而且也许由千我的健康状况恶化而使我的抽象思维能力

衰退 我的妻千伎这种精糕悄况弄得粘神恍惚...... " 50 医生诊断为脑炎，

建议把燕妮送到海滨．但即使这样也将不会有所帮助，既然“必然的灾难

的结局的阴影折肝符她 “.51］，马克思曾向贷款社巾请过．但结果白白花掉

两英镑）他附了一份由燕妮辑成的他的许细债务沽单（都是燕妮与典节商

打交道）．包括一些仍然欠而术还的索荷零伟商的侦务。信的结尾写逍：

“现在我把全部悄况坦自地说了，请你和信我曾经费了不小的力扯来克制这

样做c 但我终究荌向－个人倾诉二．．．．．．我在泥祒中已经挣扎了八个星期，

而且，山千－大堆家务琐事毁灭了我的才智，破坏了我的工作能力｀使我

极端愤怒；像这样的泥沼，甚至是我鼓凶恶的故人．我也不希望他在其中

跋涉。”l s21 恩格斯又一次用 60 英镑的预付款救f马克思， 8 月份，马克思又

开始工作了_.,

9 月中，他对恩格斯说他 F稿的两音”两星期 ”5” 后寄出 10 月底，

他匆匆地马信伟诉恩格斯”几星期内”是不可能寄出下稿的 延迟的“真

实原囚”他 11 月给拉萨尔解释说，足＂材料找已经搞好了；所差的只是给

它一个形式。然曲，存找所写的一切东西中、我从文体 L感觉出了肝病的

影响”i” －个好的文风是重要的、因为它代表f l5 年的研究成果，并且

“第一次科学地表还了对社会关系具有币大意义的观古 ”r s~J,但是至 11 月

底，燕妮在写 (·F稿均克思添加了商品的一汽（这是他在最初的草稿中

所没有的）．并日扩充f货币部分。至 12 月中旬｀丁稿将很快完成，但是

“如果有另外－ －个人也生这种讨厌的肝病，也处在我这样的条件下，曲能这

样快地完成这项工作｀那才真是怪事哩＇， 15hl 。至 1 月底，手稿实际上已经

写成，但没能寄出，因为“身边－分钱也没有｀付不起邮资和保险金”、57J 0 

在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上一封信中，接肴说了关f整个出情令人震惊的话：

“手稿大约可排 l 二印张——尽管它的标题—一别被吓倒［一... ···I£-:一点

没有谈到资本...... "[SS，换句话说｀马克思巳经放弃［问时也出版关千资本

的第二分册的想法，尽管他以前曾坚持对拉萨尔说“这两分册必须同时出

版。内部的联系要求这样做，整个的效果也取决 F这样做“59) 甚至当手

稿寄出的时候，马克思的忧虑并没有结束：他怀疑柏林官方没收了他的包

裹；当两周后拉萨尔还没有通知他邮件到达时，他“烦恼得完全病倒

r•,[的j。最后终f寄到f，印刷对马克思来说太慢了：敦克尔需要 6 个星

期出印刷校样 更糟糕的是，在马克思寄出他的最后的校稿两周后｀收到

r拉萨尔收费邮寄的小册子、很明显这是敦克尔赋予的优先权、这就迫使

马克思节掉了他最后一件体面的大衣，支付超额的两先令邮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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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稿报后在 6 月初出版，具中最有价伯的部分是序言，同以往一样，

其中包含着马克思对历史唯物t义概念的简阴表达r 在序言的开始，弓兑

思论述了他的“经济学”的范围和目前的进展成果 接着是他的简短的思

想自传，《莱茵报》时期工作使他认识到f“物质利益”和“经济问题”

的重要性，从而强调了《莱茵报》时期的重要作用。他接着退回到书房．

研究黑格尔的政治哲学。这一退回书房研究得出的结论是：

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

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

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

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

寻求。 [61)

接着，马克思用一段著名的、经常被引用的段落概括了他随后政治经

济学研究的“主线”C 这一概要主要包含（四点内容：

I.生产关系的总和一—人们组织他们社会生产的方式以及他们使用工

具的方式一—构成了有法律的和政治的 I: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

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现实基础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

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1

2 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同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就变

成了秷桔 这一阶段就预示着革命时代的到来＾

3. 在现存的生产关系下｀这些生产力在旧的社会秩序火亡之前一定要

尽可能地发挥出它的全部生产力 c

4. 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占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

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儿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

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

告终。＠

马克思义论述了带有自传性质的更多的细节，说自己的思想是“多年

0 英文为： Thus the way m（是n produ心(I tlwu mean5,)r 寸J阮i如nee eoncl it 1011叫tlw i r whole so• 

cial, pol iti,·aJ, and i ntellec tual I山

@ 可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头》，中文 1 版，第 13 卷， 8 ～ 9 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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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实探讨的结果”62 •最后摘求f但］．的笘作，反对思想上的任何妥协

《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身奻引人注目的地方足－尤其在序言的这些

警示性的语言和简短的回顾之后一—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重要内容～该

著作几乎一、作是关 T价值和货币．对以前理论冢作f很多摘录的批判性阐

释。其余的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部分足关 F商品的；笫二部分是关 F

货币的 C 这两部分在儿年之后的《资本论》中二部分的第一部分都义进行

f再次论述．－—－第今个关千商品的部分得到f扩展｀而第二部分则进行

了压缩r，第一部分是比较币要的．但在对儿条挂本命题进行了沽晰地阐述

之后，突然中断了｀ l占克思由定义商品开始．认为商品是“最广义的生活

资料＂”，并摘录了亚里上多德的著作，说明了商品既具有使用价伯又具

有交换价值 使用价值的概念不难理解．但有关物品为何能作为使用价值

彼此到达等价则是一个问题。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劳动：“既然商品的交换价

值实际上不过足个人劳动作为相同的一般劳动相互发生的关系，不过是劳

动的一种特殊社会O)形式的物化表现｀那术｀说劳动是交换价值的因而也

是财富（就它由交换价值构成来说）的唯一泉加，就是同义反复“心］ 马

克思（暂时）留下 r －个关键件的问题没存韶决，他表还为：“为什么在

纯粹山劳动时间决定的交换价伯的从础卜进行的生产、结果竞会使劳动的

交换价值小于这劳动的产品的交换价值呢？”“第二部分论述了货币．马克

思继续考察了“.....代表一切商品的交换价伯的最适当的存在的特殊商

品..…作为一种分离出来的特殊商品的商品交换价值｀＇ r的］－货币；第二

部分以铸币、符号和员金屈几个部分集中考察了作为价值的尺度和流通手

段的货币“马克思考察了商品变为货币进一步购买商品的流通过程，但本

身关千资本没有写什么。在对价值、货币和流通一些理论历史发展的几段

长论述中，马兄思揉进了他在 50 年代早期为第三部分－他的“经济学”

的“历史”卷一一收揉的很多资料。

鉴于该著作极为不系统，囚此它不被广泛地接受足毫不奇怪的。李卜

克内西说他以前从来没有对一本书这么失望过；甚卒恩格斯也对马克思说：

对他来说．“这个 abstrac t f纲要］的确作常 ab寸racl [抽象］ ”67' 。《人民

报》一为在关国的德国 1：人办的．份小发行讯报纸（古克思正给它财政

资助）一重印了书的序合｀该报还刊登f恩枯斯的一篇评论，评论的主

要论点是马克思口授的这两篇评论被美国的．些报纸转载．但这很难证

实马克思对拉萨尔宣称的赞美性的诏言：“从纽约到新奥尔良的所有德文报

(I) 关文表达为 lal)IJ UI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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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对第－分册展月f认真的讨论”°"。然们对j：德国本上、马克思承认道：

“我期望的足攻击或批评、只足不要完令不理..... " 6叮燕妮谈到“山 T德旧

人的沉默的阴谋、我长期以来暗巾对卡尔的书所抱的希甲完全落空了 “?OJ。

如果这本书在柏林销化佷好急马克思还期和行打英文译本，认为可能悄况

会突然好－Jl:趴他为美国译本的小怕＇勹估给饷纳．并且与英国出版商开始

（谈判、但丿尤所获一按照为克思的说止，这是因为最近德文本的出版。

二 “福格特先生”

马克思－寄出第一分册 F松，就立即开始f资本部分的写作。敦克尔

说他愿意继续出版，但整个计划被马克思＇·丿卜尔·福格特的激烈争吵吞没

f o”这次争吵占去 r 马克思 18 个月的时 1、II.l ，它既足马克思能够rrU 1 根到

底不过足琐碎的小怕上而化费f尸人粘力的明显例证，也是他骂人入才的

一个明妙例址。保格特呼足让兰克枷川民议会的左员领导人一虽然还没

行“人”到足以避免对《新莱的报》的攻，li；国民议会解体后，他移届到

瑞七，在伯尔尼大学讲授地即学 他写」，数本衬作．宣扬粔陋的唯物 K义，

并成为瑞 l：节食会汰 法奥战争寸从发（这场战争足山波令巴和卡富放松

（奥地利对意大利北部的坚守引起的）、福格特就在瑞七创办f －份报纸，

该报 l：要基曲是德国将会从奥地利的失败巾获益｀应该支持波拿巴。 1859

年 5 月初，马克思在乌奎哈布会议讲坛上反，Kl f战争带来的设想中的俄围

的威胁。卡尔·布林德也在讲坛上．足他告诉 r 马克思福格特受波拿巴的

资助．说他曾试图在德国和伦敦贻骼印刷者，最近他曾在一个柲密的团体

中和 II 罗姆·波拿巴王f在贞起，协助沙皇的兄弟任匈牙利即位

马克思对《人民报》的编钳埃拉德·比斯康普提及 r这些指控，后者

立刻刊出厂甚罕还给福格特寄（．一份 《人民报》是嗯意志工人教有协

会的代表埃德加尔·鲍威尔编辑的．份小报纸的给承者，该报在金克尔给

其印刷者提供f 份更为优l早的合同来印刷门己的报纸之后，就倒闭f c

当该协会讷吵克思接受委任进入这个缺 l l 时，分克思告诉恩格斯他已经回

答说：“我们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代表足山我们自己而不足山别的什么人任

命的 r rfI] 这种任命已巾f lH 世界的．切派别和政党对找们所怀的那种特有

的和普遍的仇恨而得到确认C" UJ尽符过上· 10 年他巳经决定不因和协会有

任何联系，但仍被说服支持该报，这部分足山「同悄诚实但无能的比斯成

普，部分扯山于想接近令允尔 他斤始的时候拒绝为任何他没有参与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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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刊肖接撰稿、 {ll fr1 米逐渐地卷进入、花费佷多时间和粘力组织对报纸

的支持；仵个过 3 个月的时间后、它蚁终倒闭 r 、丐儿，思为f避免流， 1` 飞

语，还不得个亲自平衡引人注 I I 的印刷者的账单 ” 
因此福枯特顺即成帘：地认为马克思足对他进行攻击的发起人，并在自

己的报纸上进行相应咐回应C,l付行本米，l［以平息下米，如果李卜允内西没

有发现一份l杠名小册了的校杆的话 该小册f·币复（对保格特的指控，它

同杆被《人民报》 Iljf令，月「l. j居扑I,.,f l ．人说，足布林饱送过米的（他还说

笔迹经过笭别，巳经确认） u 李卜克内西给奥格斯保《总礼报》奇土（．

份拷贝，该报足保守派的 l：要报刊之 ．他是它的射伦敦记者。文宫一刊

登出来，福格特就起诉f《总汇报》｀该报为 1,l 己辩护就轧向了李卜克内

西，李转向（马克思，马克思轧向（ hl 林德 然向仆i林德拒绝承认写（小

肌f一。伽格特对《总礼报》的起诉案按照法伴技术杆序被驳回，尽忤陂告

的辩护不能证实这些指控这 廿实．刘他 Ifij占足－个迫德上的胜利 这．

胜和1I ]..《总汇报》刊登 r －则户；明得到加强这则卢明作者足布林德．

他否认足小丿Jrt r-的作者，并以那个他曾贿陷的印刷收排字的 l．．人的陈述作

为支持 C 呫克思努力保护排字 L人的法律书而陈述令其陈还给人以这样的

印象，即小册子 1顷 I 是布林饱的下笔，他用起诉来威胁布林德。这导致

了《t]:I I 屯讯》的 个由明，说仆J林他家房的．位朋友，沙伊伯勒足小册

f的作者噜全少咱克思韶脱（ c

书协本米也可能平息下米．如果伽格牡没们出版《找对（总礼报〉的

诉讼》 ．书的话。这本书包括 r审讯中所 h会议记求和材料的解释，它把

马克思侮呼为依靠尤产阶级抇助廿恬 III] 时义只敬币纯正血统贵族（例如他

的内弟斐迪南·冯·威斯特华伦）的选假者和敲诈者。这本书的第一版刊

彴了 3 000 册｀令部卖出，很快又出f第二版 柏林的《国民报》发表f

依据福格特观点写的两篇长的社论，文范f 1860 钉 1 月底到达伦敦，令马

克思入吃 惊。他尽力不让焦妮知道这个消息句但自然她知逍 r ，知道后

她的＂悄况实在可怕＂ 7-1] 。马克思还忖弗朵甲格拉特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和他的关系日益紧张：弗莱里格拉特曾拒绝听取他的告 u贞即不让他参加

金克尔 1859 年 11 月组织的肝l 勒的纪念会；丐乍卜克内西错误地宙称他是

《人民报》的合作者II寸、他断然断绝f同《人民报》的关系r 弓克思义一

次被错误地告知福格特的书币「1」了弗朵里格拉特的估，达封信表明了他与

秞格特的密切关系，此时、冯克思愤怒之极 吁马克思认识到他是多么错

误时，就给弗莱甲格拉特写f 封极为引人汁 11 的估件。他说他反对福格

特的斗争”对 I·，党在历史上的声誉和它在恐国的木来地位具有决定性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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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含接着他说：

心．

我坦白地承认，我不能由千一些小的误会而失掉我所爱的少数真正

朋友当中的一位。

如果我有哪一点对不起你，那我随时准备承认自己的错误。“人所具

有的我都具有。”

如果我们两个人都认识到．我们都按各自的方式拢开一切个人利益．

并且从最纯正的动机出发，在许多年中间打起“最勤劳和最不幸的阶级”

的旗帜，把它举到庸夫俗子所不可企及的高度，那末我认为．我们若是

由于归根到底不过是出于误会的小事情而分手司就是对历史犯下了不应

犯的罪过D(751

弗莱里格拉特接受了古克思的辩解｀但回信说：“我的入刊，同任何一

个诗人的天性一样｀是需要自山J党仍然是个笼了，在外而歌吧要比在里

而歌唱轻松些，县至为党欢唱也足这样｀＇ 7.) 马克思对弗莱中格拉特的回

信感到高兴：“你的来信使我感到很高兴，囚力我只和很少数的人交朋友，

然而我却很珍视友谊。1.844 年成为我的朋反的人直到现在仍然是我的朋

友” 但他认为弗莱里格拉特对关尸党的解释过T狭窄了：

在“同盟”根据我的提议于 1852 年 11 月斛散以后．我就从来没有再

加入任何秘密的或公开的团体；因而这个寿命短促的党对我来说｀不存

在已经有八年了 L...…可见，从 1852 年以来，关于你信中所说的那种意

义上的＂党＂．我是一无所扣的。如果你是一卜诗人噜那末我就是一个批

评家，的确．对我来说， 1849一1852 年的经验已经够了 C“ 同盟”......和

成百个其他的团体一样，不过是在现代社会的土壤上到处自然成长起来

的政党的历史中的一段插曲而巳泗

这样呫克思和弗莱里恪拉特和好 r ，但他们再也不如以前那么亲密｀

家庭之间的一切联系由千燕妮加巾断厂在如咱兑思承认道：燕妮”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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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很强的人”78 0 

Ij此同时，心克思巳纾丿F始 r 韶被搁四的在柏林对《囚民报》的起诉

和在伦收对《旬 ll 电讯》的起诉．这两个起诉都山 l：：缺乏证据被驳回 巾

F福格特的反』汃他开始收集材科。福格特的攻山，马克思认为，涉及／

泛；因此需要个内容广泛的回答｀ Ii克思还把这十回答看作为 1853 年科

伦审判的复仇。 3 月，他上了曼彻斯特 6 个星期，查阅恩格斯保存的共产主

义者同盟的档案资未1、因为福格特抛出(“流广者的一切卑劣谎言 ”(79

他为了使法律书面陈述写得周到全而、乐少猛发了 50 封信（单给他柏林律

帅就是 20 贞的印刷文字）、并与《每日电讯》进fT "秘密＂［ 8(1，通信令试图

让其道歉 8 月、他沂手写这本书，但自到 I I 月中才完成．燕妮和恩格斯

不同意这种拖延，认为马克思论述太追永彻底，在德国不可能找到出版商。

尽管有恩格斯的哼告，马克思还是选定『一个伦敦出版商，马克思的书是

他的第一笔商业生意；马克思甚至乐观地说服f他同意答应共亨利润 诉

讼费、收集材料的费用以及印刷费，冯克思发现已经花费了大约 100 英镑，

恩格斯和拉萨尔不得不捐助 r 大部分，，

马克思花J，很长时间定书名：他在燕妮的支持 F同意《达－达福格特》

达个书名，显然是因为它能“引起肘人的好奇心”『81 ．们恩格斯说服了他

川一个比较简单朴素的名字《福格特先生》 这本 15非常长，马克思把它

说成是＂轻蔑呴笑的做法”L`2 U 福格特被描写成约翰·福斯塔夫先生的化

身，篇幅近两百印刷贞，具风格晦涩难悕．以至十恩格斯建议在每一章的

后面写一个小结，“以便盯人能够沽楚地得到完柲的印象”“`J。在书巾，呫

克思极为好骂f'I地 r另追：

伦敦所有厕所都通过一些隐蔽得很巧妙的管子把人体的脏物排到大晤

士河里。同样地，世界名城也通过一些鹅管笔把它所有的社会脏物都排到

一个纸制的藏垢纳污的大中心一“每日电讯”里...…他心把伦敦的社会

脏物变成报上的文章，是为了随后把报上的文章变成铜，最后又把铜变成

金。在纸制的藏垢纳污中心的大门上｀ di colore oscuro ［用黑颜色］写着：

(h ie... quisquam faxit oletum!》[“此处……随意便溺＂］，或者像拜伦生动地

翻译的那样：《Wanderer, stop and-piss!》[“行人，停下来小便吧！”]［田

( I) 即约瑟人．兑汁斯· r)J纬．（每 I J屯ill》的创办人之 和发行人。

310 



第六部分 ＂纾济学”

马克思把一些段落大声读给燕妮，她认为它们作常有趣。恩格斯认为

这本书比《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 l I 》还要好；拉萨尔称它“在所有方

而郘足介部杰作“ 然而，销忙很少，以后的几代人并不能欣赏这种维多利

亚上朝中期论辩的典型嘲讽风格。对于这部苦作失败的失叩增加了，囚为

这部扦作的出版商破产，宙克思不得不背负所有的印刷费用 C l0 年后，随

轩拿破仑三世的退位，决定性的－山打在了这一悲喜剧上： 1870 年的法国

临时政府刊行的报纸在杜伊勒里发现彻格特实际上的确从拿破仑那里接受

了资助，马克思，在其生涯中曾一度被认为好辩论者，得到了究全公正的

评价

- 马克思和拉萨尔

19 世纪 60 钉代初期，马克思与拉萨尔的关系左右行为克思与德国工人

阶级政治的关系 u 马克思与拉萨尔的关系足典型的矛盾性的关系，这也是

马克思的一切私入关系的特点。拉萨尔是自我合斗成功的犹太裁缝的儿子，

比马克思小 7 岁，他在 1848 年的动汤中就与咭克思关系密切口整个 50 年

代，拉萨尔对马克思极为及好：他曾愿涛染资金出版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

还给马克思找到一份《新奥德报》 (Neue Oder Zeitung)驻伦敦记者的工

作。但马克思不是那种领悄的人，随时倾听一个叫勒维0的人对拉萨尔所

进行的一系列的指责，勒维自称是杜塞尔多夫「．人的代表｀ 1853 年晚些时

候曾竭力使马克思确信莱茵地区的革命正在迫近，并千 1856 年第二次拜访

了马克思 按勒维的说法，拉萨尔只不过是利用工人阶级运动做自己的私

事；他还与自巾主义者达成妥协，背叛 L人，从朋及们那里贪污。恩格斯

甚至比马克思更容易相信这些贞备（虽然这些话没有丝屯根据）；恩格斯

建议断绝关系，称拉萨尔”力图挤入上流社会，得到显赫的地位，哪怕用

各种化妆品来修饰蜗眠的布勒斯劳的犹太人的外表．一这始终是令人生

厌的“ij5 I 。从此之后．马克思拒绝给拉护尔回信；当拉研尔给他提供为

《维也纳新闻》 (Wimer Pre面） （编钳是拉萨尔的衣兄弟）勹稿的机会时，

他只给了他“简短而冷漠＂的同答，．同样，书克思寻找经济学若作的出版

商，正是拉萨尔义一次扣叫了与弗兰茨·敦克尔（他的妻『是拉护尔的悄

(l) 即占斯达大·勒维．莱茵省的想国社会仁义者．后米成为个国 1 人联合会的积极恬

动家之－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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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1) 谈判的强有力的中 1h] 人 达杆．关系得到了短暂的恢复：＇占克思称赞

他最近出版的《爱仆斯的晦涩哲人赫拉九利特的哲学》 （虽然他本人对恩

格斯有不同的说法） ；拉萨尔从平仵关千决斗的问题上征求马克思的意见。

马克思令人难以理解的回答足：出然决斗片不合理，“它足前一个文化阶段

的残余......但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片面件造成这样的结果：与这个社会衵

对立．个人权利有时以封建的形式被巩固下来”R6)

然而这次合作不久就山J:.X寸 1859 年法一奥战争的观点分歧而中断了。

战争一爆发．恩格斯（又一次通过拉护尔这个中介）出版（题为《波河与

莱茵河》的小册子．在小册了巾．恩格斯认为波拿巴由千在意大利北部对

莱茵地区的初步行动正损害行自己的利益。拉萨尔也出版j～一本小册子，

但他的观点明显地不同：他认为任何纯粹民族主义反对法因的德国战争只

能个助十反动的韦业，而这一书业将会山千奥地利的胜利而急剧扩大；波

拿巴是一个精糕的人，但他正在支持的事业是好的；他佷虚弱．尤论如何

都不能给德国带来严重威胁；如果他在意大利有明显的、严重的领上企图，

俾鲁十应该用什列斯维希－宙尔施扣的自由七义战争进行报复。马克思热情

地赞扬仁恩格斯的小册f一并为俄国与法国的联盟和使波拿巴下马的急迫性

达样的扣忧所困扰。他称拉萨尔的小册f-“是一个莫大的错误＂ 8? 他给

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我们现了l 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

成“1諒］；并在没有书先协商的怕况卜就刊登他的观点给拉萨尔及了长篇说

教 但足，巾实表明拉萨尔对巾态的石法有更强的现实性。

令马克思更为恼火的是他认为敦克尔给了拉萨尔的小册了比自己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吏为优先的权利。当拉萨尔告诉他打符出版两肌经济

学衬．作时．马克思把对他《政冶经济学批判》的忽略们因于拉萨尔的影

响，虽然他用这种想法来安慰自己：从拉萨尔的《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

拉克利特的哲学》来判断，“他会石到：通过批判使一门科学第一次达到

能把它辩证地叙述出来的那种水平，这是一回串．而把一种抽象的、现

成的逻钳体系应用千关丁．这－体系的模糊观念上，那完全是另外一回

,li ”H．。拉萨尔并没有对马克思关f党的纪律的说教进行回应；但 ]860

年 1 月马克思在他与福格特的文字斗争中感到急需帮助．千足讷恩格斯

给拉萨尔写一封策略的信原凉他的粗暴｀但拉萨尔拒绝认为福格特是波

拿巴的代理者：虽然他同估马克思的处境，但他认为在没有确凿证据的

悄况下攻击福格特是不明智的；他还贞备马克思的“不信任“m 囚此马克

思从他与恩格斯侍在－起的曼彻斯特给拉萨尔寄去了对拉萨尔的匿名指

控，他收到的这份指控来自巴尔的序 马克思还告诉拉胪尔这个山杜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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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多犬方面的“正式指控“现在保存在回谓的文件中。1”° 拉萨尔以一种正

当的愤怒回（信：

你为什么以如此洋洋得意的态度、如此骄傲的姿态给我寄来这份材

料？为的是要证明你至少是对我毫不信任吗！

夭呀！决不要相信在一个人的背后有一种破钱袋式的祗毁一一－可那

是人对人的最基本的递德责任。对任何有理解力的人来说，对任何知道

我一丁点情况的人来说，相信这种对我的祗毁和愚弄，实际上是不可能

的！！！你想一想，由于不相信它，你不正是给我提供了支持吗？你想把那

作为一种优点归咎于你本人吗？

我得出的唯一结论是，这恰好证明你倾向于毫无证据地相信每个人

都尽可能是邪恶的，只要你视之为一个优点并认为它证明了某种你在这

方面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的话。!911

马克思认识到他已经走得太远了，因此 1861 年接下来的时间里，他和

拉萨尔经常地以一种友善的幽默通信。

1861 年初，节马克思终千摆脱了《福格特先生》的写作时，就开始不

很认真地考虑正式回普售上 1861 年 1 月，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前两年

被诊断为患了精神病，上世了；他的兄弟继位，称威廉一世，他立刻宣布

政治特赦。特赦的悄况并不好：它只应用于那些被普售十法庭确认为有罪

的人；流亡者只能依靠含糊的保证。当拉萨尔在他富有的资助人哈茨费尔

特伯爵夫人金钱的支持下首先提议复兴《新莱茵报》的时候、马克思表示

怀疑．认为“德国的浪潮还不够高，还冲不动我们的船”92 。恩格斯建议

拉萨尔启动一份周刊，并建议马克思合作，如果钱足够的话已尽管马克思

在拉萨尔支配的一切事悄上小心地合作，但他在《纽约每口论坛报》中的

收入由于内战还是在大幅度地下降，于是他决定到柏林寻找机会。最后，

他的财政困境迫使他去荷兰拜访他的姨父 从拉萨尔那电借了旅程的钱，

他在扎耳特博默耳的菲力浦斯那里待了两个呈期 “我一生还从来没有

看到过更好的家庭”I"' J :,随后，他写信给他的姨父，并设法从他母亲的财

产中预支 I 160 英镑。他的姨父，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个人很吝啬，但

是他对我的创作活动很引以为荣 ”1941 。因此，马克思让拉萨尔给他写封他

能够“可以信赖地”9气拿给姨父看的信，增加自己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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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启程上粕林．拉胪尔慷慨地招待他 r 3 个星期，他住在“柏林最为

美丽的街追之一的作常义丽的房间里”．伯爵大人也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

象：“她足·个 II：常出色的女人．个足女学尤．t民们入赋．而且很活泼，对

革命还动 h强烈的兴趣、伽义具行员族上＼的落拓作风，远远胜过专巾卖卉

聪明的女人的扭妮作态”9h 。打．些参观活动）止上剧院观看芭峦舞剧（这

些马克思讨伏得要死）．为表示对 l切克思的切重而举行的晚宴，在那里马克

思被安排在伯罚大人和外甥女万哈根·冯·恩货中间。“这位对我热悄洋溢

的小姐”，心克思给南尼达·菲力沛斯信中＇为迫：”是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的

最丑陋的人物： 副令人讨厌的犹太入面孔，非常突出的尖细的扯f,永远

微笑着，咧石嘴说话常用散文诗．总要挖空心思说出几句不寻常的话来，

装得非常热悄｀在忘乎所以时对你「 l 休飞溅“”然而、马克思确实设法说服

了伯爵夫人发起上场新闻运动反对法旧瞥察对布朗基的虐待 这次拜访延长

r ，因为马克思在拉萨尔积极的帮助下小讷恢复他的忤彴上公民身份，当局

进展缓慢然而由克思很快就开始厌倦柏林社会了：“人家像对待沙龙里的狮

子那样对待我，找不得个同许多专巾实弄＇聪明、的男男女女见而“9R 他

发现整个柏林佬尤廿气：勺竺察的门角及民政与军事屯局之间的敌意构成了

柏林政治的全貌 马克思参加了普们上议会代f-<.的一次会议｀行到 r“ 官

厅和学校的奇妙的泪合物”99 。这个城市中总体上有若离散精神：每个阶

层的入们都认为大难不可避免， 下次选举将产生与国王对立的议会

在这种怕况下｀马克思认为创办·份新报纸的时机巳经成熟，但他和

拉萨尔不能达成协议，拉萨尔坚持说，如朱恩格斯担任总编辑（除此之外

还有他本人和心克思）．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只能有－票反对他 3 但是，虽

然拉萨尔提供资金，咱克思认为即使他打“有严格纪律”的条件下节一名

编钥，他也只能做有用的服务性 l一．仵 他给恩格斯写信逍：

拉萨尔在一些学者当中由于他那本关于赫拉克利特的书而受到尊重．

在一些寄生虫当中则由于他的佳肴美酒而受到赞许．于是就被这些蒙住

了眼睛｀自性不知道他在广大公众中的名户是多么不令人羡慕。此外．

还有他那一贯自以力是的胖气；他在“思辨概念＂的世界中的留连（这

家伙甚至梦想创造一种双料的新黑格尔哲学｀并准备把它写成书） ；法国

的旧自由主义对他的感染；他那夺夸其谈的刁气，以及纠缠不清和不知

分寸，等等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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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归克思（尽管巾］·拉萨尔的冉次安排与曾伪 l．忤察局局长进行

了私人交谈）没有得到普仵七国研离开了柏林；他也没有就某－点对报纸

作出最后明确的决定，他手少满惹地发现片「1 的朋友科本没有变化：与科

本t起喝洒谈话“真是－大乐书”[IOI] ;科木达给他自己关于佛陀研究的两

卷茗作勹马克思还拜访了莱齿地区的－一些老朋友．并与母亲一起待了两人：

她的“机智及其坚定的平稳性格”f lO2] 引起f宙克思的兴趣，她销毁了他的

一些旧借据。马克思详细说叭f他返回德国的做法： ＂......德国这个国度美

妙得最好不要在那里生活七至于我，要足我究个自由，而且又没有某种可

以称作｀政治良心＇的东西驱使我，那我决不会离开英国而去德国，更不

会去普鲁士｀而且无论如何不会上这个可怕的柏林．不管它有什么＇沙

土＇、＇教育＇和．最聪明的人｀”［'OJ;燕妮的行法更尖锐：“我妻f特别反

对迁居柏林”，马克思告诉他的姨父，“因为她不愿意把我们的几个女儿弄

到哈茨费尔牡的问子里去｀但足另．．方而义很难使她们完全不同这个团了－

接触””“lo

但全家由 F马克思带回来的拉萨尔送的礼物欢腾起来。足给恩格斯的

一本地图染，给女孩了们和燕妮的大衣；她穿上大衣骄傲地昂首阔步地来

回走动，以罕T-爱琳娜在她后面人叫：“贞像一只孔雀！“燕妮的感激还有

其他原囚，“任何这样的东西都会给邻田的肘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并获得对我

们的敬意和赞美”105

屯克思回到伦敦，没有继续J求与拉萨尔的合作。他太忙于自己的

“经济学” r。只有消耗自己从报刊而来的微闻的收入： 《纽约每 1」论坛

报》山于内战无论如何都减少了马克思一半的义章数扇；马克思写的大部

分文音足给维也纳的《新闻报》的，该报高度赞扬马克思的撰稿，但每四

篇或五篇只有一篇刊登、付稿酬。这些文序中很多是关于美国内战的 C 与

恩格斯不同，马克思确信尽管是早期落后的，但工业比较发达的北部将最

终点得胜利。·“'仆 ”在这场斗争中．“他在《纽约每日论坛报》 卜写迫：”已

经达到的民族自治的最高形式就是向历史上仍然可以看到的奴役人的最低

级和最可耻的形式宣战”(107] 英国「．人阶级，虽然他们的利益由于南部的

封锁而受到损害，但他们却竖定地反对「涉．这一点特别令马克思感到
占一、'!.L
「',1; 、

第二年 7 月，拉萨尔－度回访f伦敦．当时马克思刚刚从曼彻斯特的

庇护所里同来f几个星期、看到了一大堆侦务．拉萨尔在马克思家待了 3

个皂期，在国际展览会中花费『大Wit、」间。他给马克思带来的经济、上仵

时间和神经的紧张令马克思剂凸不上从 “......找的妻千为（在这个家伙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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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一心．体仙＂．古克思（1们巾给，恩格斯tj追；“个得个把所介尔西一丝不

贸地送进 'l,1i甫！”'＂＇｀此外．拉茫尔刚做投机头火丢抖，f将近 100 英镑，他米

JI 山他旬大的花费只咱 4 少｝利1,ti．小就超过 1 关镑．这－八足烦恼的书怕。

叫妇＇户尔愿意为他捉供伦汶犹太银行家的保护，丿「让他的．个女儿给伯罚

人人做“女伴”时、吵克思陂人人激怒f 屯克思只炬做 lLI 己的“经济

学”，但拉萨尔冷淡地认为力克，思的义卫没钉巾场气＂尤＇J-[可做“，只不过

柲些“理论 I仵＂．那么他可以同他消序时间 1“ 像炫耀财宫的表现一样

令人讨厌的足拉萨尔的 r，负 在咭兑思石米，自从上年柏林相见以米．拉

护尔变化很人 他的成功冲昏［他的头脑．“他现在探信他不仅足最伟人的

学者，最探刻的思想家．最仆人才的矶亢家等等．加 11 足肘磺和吊命的红

衣 l：教黎寒留 同时． lil假裴激动的卢行不断地吩劳叨叨、装腔作势地做

出各种动作来引人注意，讲起话米带行教训人的腔涸！”［11° 的确 `/..,l L占克思

米说、与这样－个人长时间地（L 一起 定足咱以忍受的，这个人在－次溃

训巾．卅竹完个的自信｀丿！这样的话开f头：.. L人们！在找岛丿「这用前往

瑞 k的斯帕斯之前...... n Ill 这杆过f 3 个星期．＇｝兑思在给恩格斯的一封

信巾陂压抑的沮丧悄绪找到 I，疏通 11:“ 现在我完个 1UlILl ，他的颅骨的结构

和头发也证阴，他足加入山岸西领出坎及的那群人中的黑人的后代（如果

他的母米或礼I 母没彴同咒人私迪的话） 仇入气质和德意，古、i』质同黑人本体

这样钻合起米必然选出－种特殊的产物。这个家伙如此纠纷不沾也就是黑

人的I 让丿几＂ I 12] 燕妮对拉萨尔米访的计论也怕得恼求，囚为她的感觉比巧克

思稍微轻快些：

心荡觅尸
1862 年 7 月．我们接受了拉萨尔的一次来访。他因所获得的学者、

思想家、诗人和政治家的名声而显得几乎不堪重负。桂冠戴在奥林匹亚

神式的额头和供品般的头颅．或者毋宁说戴在他偃硕竖立的黑人式的头

发上是新奇的（他刚好胜利地结束了意大利运动(the Ital ian cam

pai~n) 一—这个伟大的行动者正在努力的一场新的政治行动

(1·oup)一—并且在他的头脑中正在酝酿各种激烈的战斗。有多少科学的

领域他不曾探索过！古埃及学在捂荒：“我会对古埃及学家的称呼惊奇

吗？作为一个行动者、政治家、斗士或者说战士，我不应该显示自己的

通才吗？”这是一个辉煌的困境。他摇摆于对自己心灵的思考与情感之

间．并常常以实际上洪亮的声调表述这种斗争．因为他像风一样横扫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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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每个房间，如此大声地斩钉截铁说着话，打着手势，把自己的嗓音

提高到这样的高度，以至于我们的邻居都被这种恐怖的嚷嚷吓坏了，询

问我们发生了什么。这是在尖叫的不和谐中喷发出的＂伟“人的内部

斗争，，［ l11 j

拉萨尔离开主人家的屯人、税收者和大部分店主都来威逼马克思．

如果他不还债，他们将乃上采取报复行动。拉萨尔汴，意到有些地方个对

劲，就说在年底以前倡给马克思 15 关镑，伪克思也可能得到更多，但要

有恩格斯的担保 马克思在他的名卜JT『一张 6() 关镑的支票 然而，拉

萨尔祁望首先确信恩格斯同意 r, 这激怒f书克思．以罕千 11 月份写f

一封粔率的、、Y 是致歉的信·“我认为我们友谊的桔础牢囚得足以经受住

这样的打击。我坦率地承认，找像是·个坐在火药桶 k的人，让环境来

支配臼己．而一个有理智的动物是不应该这样做的。但从你那方而来说，

对我采取的那种态度无论如何不是气门很大的，而是像一个法官和检察

官那样，利用找宁愿给自己脑门 1刀r. 发f弹的这种心悄米对付我。总

之、我希望，＇不管这·切＇，我们原来的关系不至「冷淡下来。 ”114 们

从此之后通信就中断仁虽然拉萨尔仍然继续给马克思寄来他的许多

作品。

1864 年 4 月，拉萨尔说他两年米·直没有给宙克思写信，他们的关

系＂囚为金钱上的原因“变得紧张 但马克思把关系中断归因丁－拉萨尔

的政治观点 这是更大的原闪 60 年代初，博国的繁荣造成了强大的

门山主义势力，达大大减弱了反动的力旧，而这种力址曾在整个 50 年代

控制着这个国家。这种对立由千拒绝州议会对军队改革必要的预算进行

投票而达到顶点，这一拒绝做法导致了 l862 年 5 月的选举。拉萨尔努力

地参与竞选活动，激进派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伦敦逗留期间，拉萨尔

希望得到马克思对于他纲领的支持，这是关 F 普遍选举和州政府对工人

合作团体援助的纲领．除了他的激进主义，拉萨尔还在很多方面是一个

带有老黑格尔派国家观的老黑格尔派；他从来也没打经加过青年黑格尔

派的那种心灵痛苦的世俗化的经历。因此，他的提议根本不会为马克思

所接受。马克思把对拉萨尔的态度在后者去世后给恩格斯的两封信中作

了总结。”“最重要的是，马克思认为任何对当局帮助的依靠都会削弱无

产阶级掌握政治权力的斗争 拉萨尔的思炬，以马克思吞来，不是建立

在一种清晰连贯的经济学押论之上，它是勹封建 13义的—种妥协，”而工

人阶级理所当然地必须足页正＇，节命的＇ ”I"" I ~但足，在很多方面拉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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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比为克思与德国的现实有更为切近的接触，因此可能会正当地宣称马

克思过高地估计［普彴土资产阶级革命的潜在能力，而他臼己的纲领代表

了无产阶级运动前进的唯一正确的方向。同样，马克思反对在德国进行普

遍选举的思想：拉萨尔没有吸取法国路易·拿破仑处理这一政治体制上的

教训。他还认为拉萨尔没钉足够地把自己翌千德国以前工入阶级运动的基

础之上（尽管实际上他的很多合作者都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会员） I 117] j 

拉萨尔的政治鼓动缺乏国际上义的视野，最后这个判断当然是合理的：拉

萨尔从来没有在德国之外居住过．他的理论和他的实践都严格地局限于德

国的情况，｝

甚至在伦敦的拜访之后，拉萨尔仍然渴望符与马克思合作办报。但在

拉萨尔上一年狂热的政治活动期间， 11克思的批评变得更为明确。 1863 年

5 月，拉萨尔的鼓动在莱比锡T人要求参加德国工入联合会（第一个有力

觅的德国社会卞义党）成立大会时达到顶点J大会之前 11 天，拉萨尔与俾

斯麦进行（会向 之前他们已经进行（秘密会谈 尽管拉萨尔宣称他是

”和俾斯麦一起吃樱桃，但俾斯麦只是吃到石头”。拉萨尔没能活到足够的

寿命．以搞清他足否正确。 118] 马克思异常迅速地得出结论说，拉萨尔完全

地向俾斯麦兜佳了臼己，并非常强烈地抱怨他剽窃了《共产主义宣言》和

《雇佣劳动和资本》。然而拉萨尔突然去世了： 1864 年 8 月 28 口，他在决

斗中受了致命的伤，对方是瓦拉几亚人伯爵， 17 岁的海伦娜·窦尼盖斯的

未婚夫，拉萨尔在此之前与她订婚近四个匣期。恩格斯得到消息相当冷静，

马克思表现了更多的仁爱。他丐道：

拉萨尔的不幸遭遇使我在这些日子里一直感到痛苦。他毕竟还是老

一辈近卫军中的一个，并且是我们敌人的敌人。而且事情来得太突然，

使人难以相信，这样一个爱吵爱闹、非常好动、不愿安宁的人现在却永

远无声无息，不再言语了 C 至于造成他死亡的原因，你说得完全对。这

是他一生中许多次轻率行为中的一次。无论如何，使我感到痛心的是，

近几年来我们的关系变暗淡了——－当然，这是他的过错……

真见鬼｀我们这一伙人，变得越来越少了，又没有新人增加

给伯爵大人、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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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知道，关于拉萨尔去世的完全出乎意外的消息、使我多么惊讶和

震动 C 他是我所十分器重的人之一．．．…请您相信、拉萨尔离开我们，没

有一个人不为此感到格外深切的悲痛 C切而且我最力您悲痛，我知道死者

生前对您来说是多么重要，他的死对您又是什么含义，只是有一点您是

大可欣慰的．就是他在年轻得意时死去，像阿基里斯那样） 12Il1 

与往门的情感相比、马克思在这甲显小（过度的慷慨，但他与拉萨尔

之间的关系仍然是矛盾的，不满和阱恨总是为－种吝罚的赞美所缓解夕

四 格拉弗顿坊的生活

就马克思家庭悄况曲言， 1860-1863 年显然足新的一但却足最后

的一低谷 他接触到 r“资产阶级息，惨仆活”的深渊， 3 钉之中只不过

努力做f关 F他“经济学“历史部分的研究c 然曲， l864 年估况发生『变

化：两桩遗产送给了马克思－家人，这足够马克思使自己安全地投入第．

共产囚际（仆好成立门立萨尔土出之后的第四个星期）的传播，还起草了

他“经济学“关千资本至关觅要的戊节。

止如马克思所预见的．他的家庭{1格拉弗顿坊所经历的贫困在很多方

面要比在第恩街所经历的史为严正。根据燕妮的记述，房斥有“关国人居

住所向欢的四个特点：通风，阳光充足， F燥．建筑在碎石地 I:." I Ill ;大

气好的 I_1 子，圣保罗是』派睛朗的风以。ii I 宙克思一家过行极为离群索居

的生活，囚为他们的房子开始时很硝找到入门：建筑物足圆的；没有通向

它的路；雨大，红黏上就变成『泥沼。这尤其影响了熊妮，她写逍：

过了很长时间我才习惯于跟外界完全隔绝。我经常不能做我在拥挤

的西端街、各种会见中、俱乐部里，以及在我们喜欢的公共场合和家庭

(l) 关详文表达为“没打一个人比找史为阳市”(IIO,lIle can 阮Id.-..Jlt' r gr叫 lhan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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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中习惯于进行的长谈．这些长谈曾经常常使我暂时忘却生活的焦虑 c

幸运的是，我仍然可以每星期两次地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复写文章．

以使我保持同世界事件的联系勹「心」

史为糟糕的足．还要顾及史多的向仁尤具足大点的孩f－上学［“`女

f讨论班'(ladi邱沁m i nary)" 12·'] 和法语、心大利诏、绘画、音乐私人授

课的花费大幅增长 L 土才」、钢琴不得个租借。从 1857 仵来，有f第.:...一个仆

人｀海伦·德穆特的妹妹玛朋安娜，她－直待到她 1862 年去世“马克思同

以往一样坚庄地．“不抖＼任何代价走向 I&I 己的门忭、个允许资产阶级社会把

我变成制选金钱的机器 ”124 •但对他必须而临的财政困难纾常感到尤辜地

椋奇i c 1859 年．他希衵通过拉的环浒为『他的缘故而商谈的为《绯也纳新

闻》撰稿达种帮助使 l,I 己的收入培JJIl. f名，他向，恩格斯伊布以后不会甫因

为钱的问题打执他［。拽妮对j气金钱一直是 II 常讲究实际的｀她笐告马克

思他一周最多 III 中得到 2 英镑．不应AlI估恩格斯窄谈的 10 英镑＾接下来的

9 月份．他发 Il f危机 C 恩格斯囚为（门tM节甲丿I J rli伞袭击别人而被起诉，

他必须团到大约 50 英镑解决这件书仆j llJ克思求助［拉萨尔，向他保证他

能够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版税中扣除，到年底，书悄更粕，以至燕妮

不得不偷偷地给他的弟弟斐迪南勹信，她与他．肖保持肴札I 当友好的关系。

但叶他拒绝了她的泊求，说他只依节他的退休金牛活时，她的所有感觉是：

门已破坏（自己的原则 1860 年这 年稍微好」，此．因为恩格斯的财政情

况改善 r. 他－次就能给马克息寄 100 英镑 但很多钱用在f与卡尔·福

格特的争论 l·一，到年底，恩格斯不得小借钱把马克思保释出来，尽忤他自

己的收入巾］－美国内战减少f,

1861 年 2 月．行）、柏林石拉依尔的迩 I t1' 乃克思决定去月访他仆荷兰

的姨父，试图期屯得到他的选产 这次旅彴之前两个星期｀马克思冗全把

时间花费在不使“全家彻底垮台”“＜上厂他晚 L只能通过阅读阿庇安关

F罗马内战的笘作米保持沽甘礼他奻喜爱的人物是斯巴达克，“整个古代史

中最恬煌的人物 ......,11 代尤产阶级的J..，心「代农＂。这种钦佩与对庞培的完全

蔑视朴1 节．庞培足”|·足的废物”．莎 I 比亚仆他的《爱的徒劳》中对庞

培的向目已经有－些概念J,C(12h 至lj义人，他从他的峓父那里得到的 160 英

镑花完了。他感到悄况“各方面不安在“、因此就阅读修昔底斯的苦作摆

脱恶劣的悄结L”这些占代人平少总还足令人感到新鲜＂，他对拉萨尔谈论

逍。[I:7] 秋 A，他义开始给《纠约协 11 论坛报》＇号通讯了；并且最终达成协

议．他可以月始为《纠也纳新间》撰稿仁，他认为给纽约和维也纳做的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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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将足够维持仆活，但他的债务仍然达 100 关饬 ＇＇令人吃惊的是＂，他给

恩格斯尤辜地写心；．，没有仔何收入面义小可能在哪』《全部还清债务的状

况，不管得到什么帮助，总是－盯使 IIIU 的沉泊泛到表而上来”1281

1862 年这－年显然足马克思运气的最低点 他为了避免债权人，不得

不装作还没打从，曼彻斯特的旅行中回来；拽妮拌至试图卖他的书。在这种

境况下．拉护尔七月份的来访只可能足一种祁苦的折磨 拉萨尔曾出 60 关

镑援助，而到秋天马克思正考虑音到铁路部 1]找份「．作C 他只进行了师试

就囚为他那吓人的书法被拒绝f。 llO; 1863 什 1 月｀他写信给恩格斯谈到f

近来的困埮——

泸

终于使我妻子同意我早已向她提出的一个建议．这个建议尽管有使

人极不愉快的一面．但它不仅是摆脱已经嗖成的局面的唯一出路．而且

要比最近三年特别是景近一年我们所过的生活好得多｀同时，这个建议

还使我们有可能重新恢复我们的自尊心

我将写信给所有债主（房东除外），如果他们不让我安静的话．我就

用不付期票的办法，在破产法庭上宣告自己是无支付能力的债务人……

我的两个大女孩将通过肯宁安家找到当家庭教师的职位。琳街将在别的

一家服务，而我同妻子和小杜西将迁入西蒂区一所摸范公寓，红色沃尔

弗和他的家眷曾经在那里住过，，八II J

马克思实际有多认真并不清楚，但恩格斯把这封信理解为急切求助的

信，马上门已冒着极大的风险借 r 100 处镑 马克思仍然不得不去英国博

物馆躲避侦权者匕夏天． 1区内斯特·德朗克为 r 马克思借给恩格斯 250 英

镑 这就一直持续到了 12 月份．当时屯兑息接到一封须示着困苦巨大减轻

的电报．他的母亲去世了

从恩格斯那巠借了钱．马克思就奔向特利尔，但有关遗I属的执行管理

办法花费的时间太长了｀以允千马克思中途去拜访他扎耳特博默耳的姨父

去了）在特利尔待的 1 个星期甲，他写信给燕妮，他回到f威斯特华伦家

的旧居：“它比所有的罗马古迹都更吸引找，因为它使我回忆起最幸福的青

年时代，它曾收藏过我最珍贵的瑰宝己此外．每天到处总有人向我问起从

前＇特利尔最芙朋的姑娘、禾ll' 舞会上的是后＇。做丈犬的知道他的妻子

在全城人的心门中仍然是个＇迷入的公甘．贞有说不出的恓意。｀＇ 1“ 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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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钱（巧克思得到的入约 11 1 000 英镑）在他的姨父那里，他足迪呡的执

彴人，也足马兑思 K要的侦权人，这里的认律程序需要的时间也很长，但

乌克思在被他的大得吓人的痀山倒之前（它曾使他在扎耳特博默订被他的

姨父和表妹女东尼达 ·W力浦斯照顾了 6 个星期）．只是抽时间石望他的法

兰克福的两个姑母，在此期间．恩格斯为格拉弗顿坊付了账单 c 马克思认

为在荷兰的逗留是“我．！l－中最幸彻的－个片断｀令 l`? ＇，他拜访f阿姆斯特

丹和鹿特丹的史多的亲戚之后，带行他母亲迪赔给他的剩余的钱J·· 2 月 19

11 回到f伦敦，一些额外的钱（实拧特利尔的物品而得到的）后来寄给

「他

1864 t, 5 月初、巧克思得到f另一笔意外之财 5 月 9 I」，威廉·沃

尔弗去世j＇ 丐克思认为“我们为数不多的朋友和战友巾的－－个，就这样

岛片我们K了他是－－个砓完关的人”,”“。宙克思在他去世之前的日子史

一直待在他的身边，并在他的菜前发表f简知的讲话 作为沃尔弗遗呡的

执行人之一、由克思在处彻斯特停留了一些 Il f一。当发现沃尔弗曾辛苦地

积攒f－小笔财产，并把其中的大部分 (843 英镑和人约 50 英镑的所有

物）遗赠给了由克思时．他和具他人一样感到惊奇。这使得他刚好有一年

多没向恩格斯写乞要的信。

接连不断的财政灾难堕重地压在f整个家庭上，而首先压在 r 敏感和

有花家庭骄傲感的燕妮身上，她的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1856 年晚些时

候，她又怀孕f，当时足 42 岁。整整 9 个月都需要区生的照顾，在这期

间｀她的粘神状态愈米愈成为马克思所说的“一场灾祸＂ 1“＇口孩子生下来

就死了。第:年，线妮与琳衡和孩f们－起去了拉姆斯盖特，在那里恢复

f几个星期，这砐终成为每年－次的活动：屯克思的家庭深信海边的空气

钉利于健J伈几平去了东南海滨的每－处1性地已在拉姆斯盖特，马克思这

样告诉恩格斯：焦妮”认识了几个有教养的和一一说来 11「怕一刁钻的英

国妇女C,她长期处在且恶的社会中，或者说·点也没有社交活动，现在同

一些与自己片不多的人交行、行来足合她心意的 “”`1 。由于健康问题，燕

妮的乐观心悄也减少f: 1858 年底．节她没行钱咒办圣诞节，义忙 F誉马

《政治经济学批判》时．她告诉咱克思：“在地不们不逍受一切艰难困苦之

后．革命时期的悄况还会更坏．而且那时她还会有注行到，这里的一切健

谈家将怎杆再度欢庆胜利 ”“b m 

1860 年 11 月（这有：马克思把时间都化费在f反对卡尔·福格特的

亳无结果的活动 l．一．）．燕妮患f病．这足－牛的分水岭 她．完成《福格

特先生》丁－稿的脊勹［作就发烧病倒 r 111 T·刚开始时燕妮拒绝叫医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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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耽误 r。在诊断两次之后，这种“严币的神经热”被认为是感染f*

花，虽然注射了双倍的疫苗。孩子们不得不到李卜克内西家，在那电待上

几个星期，因为他们“山千宗教仪式”1)7] 不丿凡刃：学校寄宿。马克思府f

名护士照顾已经失去神志的燕妮。她后米笃逍：“我长时间地躺在开．右的窗

户旁，以便让 11 月的寒冷凉风吹打芹我，那时炉尸里还有熊熊的火焰，这

火焰融化打我嘴I付上的冰喳．我不断地变得越来越清醒。我艰难地呼吸若，

我的听觉越来越做弱，最终我合上了眼，所以．我不知道我是否仍然被包

裹在这漫长的黑夜里:,”“｀在这种悄况卜一、冯克思“使心灵保持必要平静”

的咱一的＇F ti1是专注 F研究数学

危机终 F过去仁到圣诞节，孩子·们可以匠到家里来f。但病留下 r

后遗菲：燕妮听力非常弱，她的皮肤留下 r明显的红色疤痕，很长时间才

治愈 卜．一年的 3 月份．在她染病之前．她写信告诉路易莎·魏德迈，她

“没们白发，牙齿和体形都还好、因此，人们习惯千把我列入保养得好的妇

女之列。但足．那都足过去的4i｀现在我自己似乎显得是一种阴牛和河马

之间的过渡物，毋宁说她在动物园中的地位处千高加索物种的成员之

间 ”;119) 。她的神经的状况还继续令庆生感到非常担心，尤其是在财政困难

的时候。

弓允思发现他的财政困难和燕妮持续的焦虑使得家中的生活变得极为

艰难 到 1857 年 12 月底，当时他正顺利地弓作《经济学手稿》，燕妮说他

义恢复仁“精神焕发心悄愉快”[ 140]' 这是们从埃德加尔死后所没有过的。

但两个月后，他对恩格斯说：“对有志仁Ff上会巾业的人来说，最愚众的书一

般莫过十结婚．从而使自己受家庭和个人生活琐韦的支配”[ 141: 。在格拉弗

顿坊的生活足很封闭的、只有亲密的朋友弗莱里格拉特一家和极少数的家

庭拜访者，马克思认为恩格斯是他能够上1 l:年交谈的唯一一个人，他在家不

得不扮溃沉默的坚忍克己的角色 这用来抵抗热妮日益增加的悲观悄绪是

必要的已为克思自己的健康也经受打严臣的苦痛：他不断地向恩格斯抱怨

他的肝脏几个星期来持续地干扰他（他的父亲死于肝病），他服用了巨大

数从的药来医治牙疼、头疼和眼睛及神经的疾患。不久，疗了义随之来f。

在燕妮生病之后，家庭的困难更加屯f。丐克思尽力不止燕妮知道糟

糕的消息、，因为“这样的消息总是引起她的神经发作症状”. 142' 1862 年这

一年，他感到绝望，因为“这样穷困的生活实在不值得过下去 ”143 。燕妮

的感觉也十分相似： ＂妻子天天对我说，她还不如同孩子们进坟朵｀的确，

找也不能贡怪她...…"勹丑I 1863 年 1 月、山 F紧迫的经济困难和燕妮对此的

反应畸丐克思和恩格斯之 Ih] 发Jl f叫l.的，次严重争吵心 1 月 6 11. 玛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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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恩上去世 r 她与恩格斯在一起生活了将近二十年，恩格斯把她看作自

己的妻子 得知她的死，马克思只简单地写正：“关了玛丽的噩耗使我感到

极为意外，也极为震惊«她非常善良、机智，而且又是那样眷恋你。“接着

就立刻给恩格斯详细地描述了自己的财政困难，［ I，5' 恩格斯几天后回了信：

“你自然Fl]] fl, 这次我自己的不幸和你对此的冷冰冰的态度，使我完全不可

能早些给你问信。我的一切朋友，包括相识的浦人在内，在这种使我极其

悲捎的时刻对我表示的同情和友谊，都超出f我的预粔七而你却认为这个

时刻正是表现你那冷静的思维方式的卓越性的时机。”11•6 J IO 天后马克思回

了信：

在给你回信以前，我想还是稍微等一等为好。一方面是你的情况，

另一方面是我的情况，都妨碍我们“冷静地”考虑问题。

从我这方面来说，给你写那封信是个大错，信一发出我就后悔了。

然而这决不是由于冷酷无情。我的妻子和孩子们都可以作证：我收到你

的那封信（清晨寄到的）时极其震惊，就像我最亲近的一个人去世一样。

而到晚上给你写信的时候，则是处于完全绝望的状态之中。在我家里呆

着房东打发来的评价员，收到了肉商的拒付期票，家里没有煤和食品，

小燕妮卧病在床。在这样的情况下，我通常只有靠犬儒主义来解救。r1•11
-- -—-- | 

这反过来导致了马克思和燕妮之间的争吵。马克思在给恩格斯写的请

求原谅的同一封信中说：”还特别把我气得要死的是．我妻子还以为我没有

完全如实地把真悄告诉你 ”[148, 。在对待恩格斯的问题上，马克思认为燕妮

迫使他产生一种错误的态度：

现在我也可以坦卑地告诉你，尽管最近这几个星期表受尽了一切压

抑，但是再也没有比担心我们的友谊发生襄嚷的忧虑那样使我感到沉重。

我向我妻子讲过很多次，由干生活上的琐事和她的极度紧张，我在这样
的时刻竟还以我个人的脊困来烦扰你，而不是来安慰你，同这点比~来，
所有那些讨厌的事情，对我来说，都算不了什么。结果家庭的和睦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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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遭到破坏，可怜的女人为这件事付出了代价，而她对此本来是完全无

辜的；要知道女人总是习惯于要求做不可能办到的事情。她当然不知道

我在给你的信中讲了些什么，但是只要稍微想一下｀也能够猜到八九分。

女人是一种奇妙的创造物，甚至那些才智卓绝的也是这样。[14外

孩子们也是马克思和燕妮非常忧虑的原囚 o 1860 年燕妮患天花这一

年，三个女儿的年龄分别是 16 岁、 I 5 岁和 4 岁。燕妮感到这种异常的贫

穷使这些“温柔、可爱、如花盛开的女孩千们不得不同我们一起遭受穷

困的痛苦 ”[ISO]'l863 年初，燕妮对她的一位朋友这样描述了她的女

丿L们：

即使｀｀漂亮”一词不适用于她们，

笑的风险，我仍然要说，她们三个人看起来非常整洁和有趣。小燕妮的

头发惊人的黑，脸庞带着孩童般的玫瑰色，眼窝深而甜美、眼睛和肤色

显得非常有吸引力。劳拉就一定程度上说．在每一件事上都表现得很好

和清楚，实际上她比大女儿更让人怜爱，因为她的轮廓更规整，在她的

黑眉毛下有一双碧蓝色的眼睛眨巴着，不断闪出欢乐的火花．．．…对她们

的教育我们作出了一切尽可能的努力。不幸的是．在音乐方面，我们不

能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为她们做出很多，她们的音乐表现不太突出，尽

管她们都有特别欢乐的嗓子井以让人爱怜的表情唱歌，，但是，珍妮的实

际长处是演说，由于这孩子有副特别美妙的嗓子．低平而甜美，从孩童

时起就着迷地研究莎士比亚，实际上她早就登上了家庭未曾为她考虑的

舞台。我们对她的支持是．…．．如果她的身体健康，我们不会为她的生活

道路设置任何障碍…．．．第三个孩子，老小，是一个真正的甜美、可人而

又带有孩童式暴躁脾气的复合体。她是家里的光明和生命 D 这三个孩子

都是伦敦的不可分割的灵与肉，她们在生活习惯、方式、趣味、需求和

习性方面都变成了十足的英国人一一－没有什么比必须让英国和德国交换

更让她们可怕的了．．．．．．我本人也发现这种可怕前景．．．．．．首先，伦敦是如

此之大，以至于可以让人消失得无影无踪…… LI 气I,

而事情并不总是充满阳光。马克思不得不急切地请恩格斯到家里来与

他们一起住几天，因为“女孩了们作常需要在家里再一次看到＇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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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的孩子们过早地受到苦难生活的折磨＂ ！＂。燕妮由于持续地遭受胸部病

痛的折磨，健康状况特别粗。马克思也把这种悄况们因于穷困：“燕妮现在

已经长大、她已经意识到我们景况的全部艰难困苦，我认为，这就是她生

病的主要原因。叶IS3)

五 《资本论》

1861 年夏大，福格特的书悄终于可以放～放了，马克思就开始了认哀

研究”第二章”的关于资本一般的问题了。一年来、进展十分缓慢，尽管

马克思认为他已经努力使自己的风格通俗化j' l862 年 4 月，他认为应告

诉拉萨尔他的书没有两个月是完不成的｀又发人深省地写道：“我还有这样

一个特点：要是隔～个月重看自己所写的一些东西，就会感到不满意，千

是又得全部改写。无论如何，著作不会因此而受到什么损失…... n [ 154] 

两个月后，他｀｀埋头工作，拼命写作 “155 ，不是写第三章．而是写关

于经济学理论的历史－~尤其是关千剩余价俏的理论。他希望把这部分添

加到关千资本的一竞中，正像他把货币和流通的理论历史叙述添加到《政

治经济学批判》中一样r 他一直在对他的著作大加扩充．因为“德国的狗

东西是按篇幅来估位一本书的价值的"[ 15气，当马克思的家庭烦恼扰乱他专

注思考的时候 (1862 年和 1863 年是马克思生活中最为艰苦的年份），他惯

常的做法是转向研究他著作中的历史学部分。到夏末，他变得越来越消沉，

并向恩格斯表达了要做某种事情的愿望：“我的朋友，任何理论都是灰色

的，唯有事业才常青、可惜，我信服这一点为时太晚了。”[ 157] 他蜇读了恩格

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充满了怀旧之情：“这本书写得多么消新、热

情和富于大胆的预料，丝毫没有学术上和科学上的疑虑！连认为明天或后

天就会亲哏看到历史结果的那种幻想，也给了整个作品以热情和乐观的色

彩，与此相比，后来的｀灰色而又灰色＇就显得令人极不愉快v', 1” 几年

之后，他对他的一个女儿说他感到自己”是一架注定贪婪读书的机器，然

后以一种变化了的形式，把书扔进肋史的垃圾堆 ”159) 七 1862 年底，他告诉

库格曼：“第二部分终千巳经脱稿＇｀．尽管还＂剩下誉消和付排前的最后润

色”这种必要的工作。他继续说：它“只包括本来应构成第一篇第三音的

内容，即《资本一般》......这是粘韶（同第－部分合起来），至千余下的

问题（除了国家的各种不同形式对社会的各种不同的经济结构的关系以

外），别人就容易在巳经打好的基础上去探讨了 “160, 。但疾病使这一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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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工作在 1863 年春天停滞f 3 个月，马克思把精力努力集中在给历史部

分定稿上。但他仍然确信很快｀｀誉消“余下的部分。 1611 来自拉萨尔的潜在

竞争鞭策着他，一直到夏天他都经常每天工作 10 个小时．并在有空时研究

微积分。 8 月中旬，他对恩格斯说他正在整理手稿．准备付印，这一部分

要比《政治经济学批判》“容易懂百分之百＂。他接茬说“现在我看着这整

个庞然大物，而且回想起我曾不得不把一切统统推翻．而历史部分甚至要

根据一部分以前根本不知道的材料去加工时“[162]' 就感到拉萨尔轻易地完

成了自己的经济学著作很可笑”

这一时期的一定数社的手稿或者是遗失了或者是还没有发现，因此不

可能确切地知迫马克思对于“第二篇”进展到了什么程度己手稿的主要部

分保存下来了一一马克思 1857-1858 年从中只构想了第三活的内容一付

印大约 3 000 页，这损害了“历史材料”，而马克思在 1863 年夏天似乎已

经决定要把这部分并入第一卷，因为“只有德国人相信大部头的著

作“163 。其中的－些材科后来融入了三卷本的《资本论》中．但主要的部

分历史部分，后来由考茨基以《剩余价值理论》为名作为《资本论》的第

匹卷出版。

《剩余价值理论》有三大卷，其中一个大的部分完全是以前理论者的

摘录 16-1马克思从斯图亚特和经济学家的商业体系开始｀他们努力纯粹从

流通解释剩余价值的来源。接着他论述了重衣学派．他们集中思考了（在

马克思看来是正确的）生产领域，虽然主要是农业生产。第一册大部分是

对亚当·斯密的摘录，并试图把他理论中的科学因素从意识形态因素中分

离出来，尤其集中在了他对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上 第二册

主要涉及了李嘉图，他由于依赖并接受了亚当·斯密某种错误的前提而受

到批评。这部分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李嘉图的利悯和地租理论上，特别是他

对剩余价值与利润的混淆上。第三册论述了李嘉图学派，特别论述了被马

克思称为＂站在李嘉图基础之上的无产阶级对立面的 "'16“ 英国社会主义

者。他还批判了马尔萨斯，是“统治阶级无耻拍马者”166] •主张通过过多

消费来平衡生产过剩。马克思把李嘉图看作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的高峰。

此后，阶级斗争尖锐化，“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千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

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上的坏心恶意 ”I 161] 。一些人竭力把资本主义的

基本原则与无产阶级利益调和起来，”于是．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为最

著名代表的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产生了“[16气英国社会主义者，莱文斯顿、

霍吉斯金和其他一些人、至少有着从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中吸取了正确的

资本主义剥削概念这样的优点。但他们缺乏必要的理论思维来完成对他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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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需的全面的重构。

《剩余价伯理论》显示了马克思的思想多么亦固地管于占典经济学的

传统之中~ 160 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样，马克思通过对前人的批判与论述引出

了自己的思想c 其中还有一些离题的内容，例如关千异化的讨论[170．；另外

还探讨了中产阶级的不断扩大，他谴责 r李嘉图没有强调”介于工人和资

本家、地主之间的中产阶级不断增长的数员”111 。

从 1863 年夏天到 1865 年夏天，马克思在信中对于他的经济学著作

几乎完全保持沉默c 按恩格斯的说祛｀他 1864 年和 1865 年在写作出了

《资本论》第三卷的草稿。 1864 年初，财政状况得到了改善，但另一个

陓碍立刻出现了：拥。当马克思给出版商斤始发送出《资本论》的最后

手稿时，他写信给恩格斯：“从第一次动手术到现在已是 3 年。从那时开

始，事悄只是短期停顿．在各种工作中｀当你的体内有这种可恶的脏东

西时，纯理论的工作是最不适宜的。',r”“ 痄子 1863 句夏天异常突然地爆

发了．而且几乎是致命的。燕妮写逍： “11 月 10 日，可怕的脓肿开始

了，之后，他很长时间处在危险之中。疾病持续了整整 4 个星期，给身

体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并带来f种种精神上的苦痛。”『I“ 因为做手术｀燕

妮被从房间里领出来。手术过程中，琳衡使马克思保持住手术姿势．艾

伦医生对德国哲学家的坚忍感到惊奇。然而痄子不断出现，它们通常在

秋天开始长出， 1 月完全长成（据说是这样）。有几次马克思身上布满了

痄子，以至于他只能笔直地站行或者侧身躺在沙发上。他得到了很多建

议，但很少长时间遵从下来。几年之后，他宣称对于痄子他比任何一名

医生都知道得多，当然他在英国博物馆中对此进行了广泛的查阅。在各

种不同的时间里，他服用了不同寻常的药物、例如杂酚油、鸦片和砒剂

（几年来一直如此），有几个月不抽烟，每天都冲冷水澡。他希望痄子长

在可以有理由转化这种苦难的善良的基督徒身上，但同时他也用这样的

想法来安慰自己：资产阶级将有很好的理山记住他从这种“真正的无产

阶级的疾病 ”174' 遭受的苦难＿在极端的悄况下，他甚至给自己做手术 他

给恩格斯写道：“今天……我拿起锐利的刮脸刀（亲爱的鲁普斯的纪念品）

亲手切开了这个坏家伙<"““当痄子长到接近生殖器的时候，为了减轻病

痛，他抄写并给恩格斯寄送 16 世纪法国悄诗（他认为自己在这一领域是

｀｀博学的＂）［ 176 l 他发现只有在去海滨的情况下疼捐才有所减轻、例如 1866

年 3 月，他在马尔吉特恢复了 4 个星期，在那里他高兴地发现没有伙伴，

他可以同迪和岸上的磨坊主合唱：“我不关心人家，人家也不关心我”[177] 。

一天，他步行 17 英里到坎特伯市，坎特伯礼”是个古老的、极难看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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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类型的城市；从两边把旧式的建筑物围起来的一些现代的英国式兵营

和一个不美观的凄凉的火车站、丝亳没有使这个城市显得襟究些。这里一

点也没有...…诗意...…幸亏我由于入累，而且当时已经太晚，没有去参观

有名的大教堂”[ 178] 。

1865 年 3 月，马克思曾与汉堡出版人迈斯纳和伯尔签了协议。迈斯纳

的出版社是一家中等规模的出版社，德国为数不多的具有民主倾向的出版

社之一，主要经营学校课本和历史、医药茗作。这份协议，是通过威廉·

施特龙商谈的 威廉·施特龙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会员、经常从英国到

汉堡来办事 协议把 1865 年 5 月定为交付手稿的最后期限，尽管在以后的

文书中不得不进行了改动 协议的条款不是特别有利于马克思，他对未来

的女婿拉法格说： ｀｀《资木论》的稿酬甚至支付不起我在写作它的时候抽的

雪茄＂ 179 。 1865 年 7 月，尽管有疾病缠身，还有方兴未艾的共产国际方面

的工作、马克思还是给恩格斯写信道：

再写三章就可以结束理论部分（前三册）。然后还得写第四册，即历

史文献部分；对我来说这是最容易的一部分，因为所有的问题都在前三

册中解决了，最后这一册大半是以历史的形式重述一遍。但是我不能下

决心在一个完整的东西还没有摆在我面前时，就送出任何一部分。不论

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O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

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在它们没有完整地摆在我面前时，

不拿去付印。[I印j

马克思准备特别迅速地完成，因为“这件韦像梦魔一样压着我”；还

有他的朋友们，例如李卜克内西，把他的思想进行过分简单化的宣传 9 同

以往一样，马克思总有一个想法：在革命爆发之前他不能完成自己的
工作 1181 I 

1866 年 2 月，马克思在严重疾患和恩格斯的压力之下，终于答应在写

出其他部分之前完成第一卷。“假如我有足够的钱一一也就是说＞0一来

养家，而我的书又已完成，那我是今天还是明天被投到剥皮场上、换句话

说，倒毙，对我完全一样＂。接着他报告了自己的进展情况：

(}) 英文版对“ 介个“(this), j个f强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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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本”可诅咒的“书．它的情况是： 12 月底巳经完成。单是计

论地租的倒数第二章，按现在的结构看，就儿乎构成一本书。我白天去

博物馆，夜间写作。德国的新农业化学，特别是李比希和申拜因，对这

件事情比所有经济学家加起来还更重要；另一方面，自我上次对这点进

行研究以后，法国人巳提供了大屈的材料…．．．

书稿虽巳完成｀但它现在的篇幅十分庞大，除我以外，任何人甚至

连你在内都不能编纂出版。

我正好于 1 月 1 日开始誉写和润色．工作进展得非常迅速，因为经过

这么长的产痛以后．我自然乐于敌净这孩子。但是病又出现了，以致直

到现在未能再向前进…．．．［ 182'

1866 年 11 月，他可以送出第一部分手稿f；来年的 4 月份｀整个第

一卷终于完成。马克思坚持自己带若手稿去德国｀并策略地告诉恩格斯

他的衣服和手表在启程之前需要从当铺赎回。恩格斯这边给他寄去了 7

张 5 英镑银行券的半截，另外的半截，按照通常的做法，等接到马克思

说第一部分巳安全到达的电报后就立即寄出。马克思 4 月中旬乘船去汉

堡，是船中为数不多的笔直地站着的乘客之一。他把手稿放在迈斯纳的

保险箱里。既然有可能立刻付印（最终是由维干德付印的，他在 19 世纪

40 年代曾出版了许多青年黑格尔派的东西），马克思就决定继续停留在

德国，应库格曼博士的邀请去了汉诺威。库格曼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

会员，现在是一名很受尊敬的妇科专家，马克思从 1862 年就开始与他通

信了 马克思说他是：“我们的学说和我们两入的狂热的．．．…崇拜者 有

一次他的热忱使我感到厌烦，这种热情是同他当医生的冷静性格相矛盾

的。但是他能体贴人，极其正派，不怕吃亏，肯作自我牺牲，而最重要

的是，有信念“[ 183 

在汉诺威期间，令马克思感到好笑的是收到了俾斯麦信使的邀请，说

要“利用我和我的大才为德国人民谋福利 ”184 马克思两年前曾接到过类

似的邀请（经由洛塔尔·布赫尔），说是要他为普鲁士政府的官方杂志写

金融方面的文章。后来，令俾斯麦难堪的是，马克思在 1878 年反社会主义

浪潮高峰的时候刊出了他与布赫尔的通信。在德国的旅行发生一件奇怪的

书情，值得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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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从汉堡回伦教．总的说来很顺利．．．．．．在抵达伦敦之前几小时，

有一位德国小姐一－－她的军人风度早就引起了我的注意一声称，她当

晚要从伦敦到威斯顿一修珀一梅里去，而她带了很多行李．不知怎么办才

好。情形更为糟糕的是，在英国星期六很难找到搬运工人。我请这位小

姐指给我看她到伦敦后要去的火车站已她的朋友们把车站的名称写在一

张名片上。这是西北车站，我也要打那里经过的。于是，我像一个真正

的骑士那样建议送她到约定的地点去。我的建议她接受了。不过后来我

仔细想了一想．发现威斯顿一修珀一梅里在西南．而我要经过的和那位小

姐指出的车站却在西北，我便去请教船长。结果弄清了．她该去的那个

地方确实不是我要去的地方．而且完全相反。不过，既然我自己已经提

出愿意效劳．当然只好勉为其难 下午二时我们到了Q我伴送这位流浪

妇女到她去的车站，在那里才知道，火车要到晚上八点才开Q这样，我

算倒了霉，不得不和这位小姐一起消磨掉六个小时：我们在海德公园游

逛了一番，又去吃了点冰激凌，等等“原来．她名叫伊丽莎白·冯·普

特卡队．她是俾斯麦的外甥女，刚刚在柏林他家里住了几星期。她认识

很多军人……她是一个愉快的和有教养的女孩子，但是连鼻子尖上都带

有贵族气味和黑白色彩 当她知道，她落入了“赤色分子”手中之后，

不胜惊讶 c 但是．我安慰她说．我们的会见不会发生“流血事件”，并平

安无事地送她上了车。你想想看，这该会给布林德和其他庸俗社会民主

党人一个多么好的把柄：我同俾斯麦有秘密勾结！”“

这次会见纯属偶然还是“打意安排”就无从得知 r 。

付印进展缓慢。尽管马克思在 5 月 5 日、即他 49 岁生目那天能够校对

第－印张．但他还不得不在 5 月中旬返回伦敦 这次返回令他害怕：“我在

伦敦欠下的债务朴j节多，摩尼教徒们正｀迫不及待＇地等我回去C 然后又

足家庭的烦恼．内部纠纷和忙碌，而不能以迕勃的朝气气无牵无挂地进行

［作。 ”l86 整个夏大. !:J.,克思都在因为他的侦权人拒忧，时间都用来校对迈

斯纳送来的校样，他定期把校样送交恩格斯、征求他的意见。（注意到这－

点足有意义的、即马克思在他送给出版社之前不曾给恩格斯看任何草稿~)

恩格斯认为这第一卷比较抽象，共中一些带h“受拥困扰的痕迹”I l ij7 I 他

还希叩马克思能够多加一些小标题．把附录用不同的字体印出来 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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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中辩训思路的锐利性提高（｀但恩格斯认为《政治经济学批判》

更容易珅韶

书中附f马允思关 F究成《资本论》第 卷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德

文手迹见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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勺＼一、＞～ 心一
～六臼心过兰土江立仁士
泌心＄心，

1867 年 8 月 16 日深夜两点

亲爱的弗宙使：

这本书的最后一个印张（第四十九印张）刚刚校完。用小号字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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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的关于价值形式的附录占了 11/4 个印张

序言也巳校完并于昨日寄回。这样｀这一卷就完成了 其所以能

够如此，我只有感谢你！没有你为我作的牺牲｀我是决不可能完成这

三卷书的巨大工作的。我满怀感激的心情拥抱你！

附上清样两个印张。

十五英镑收到了，非常感谢。

我的亲爱的、忠实的朋友，祝你好！

你的 卡·马克思

恩格斯的观点一定得到了提高，因为之后书克思佷快就给他写了信：

“你到现在为止所表示的满意对我来说比租界上其他人可能作出的任何评价

都更为重要“心｀。到 8 月底为止．最后－份沾样寄出 1勹宙克思欣喜地给

恩格斯写道：“我只有感谢你！没有你为我作的牺牲．我足决不可能完成这

三卷书的巨大工作的－我满怀感激的心情拥抱你！ ””“1867 年 9 月的第三

个星期，《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出版

了，印数 1 000册＾

《资本论》第一卷有若绝不好押解而且几乎佷难读的名声－它包括两

个非常明显不同的部分，前儿章的砚有极强的埋论抽象性，而 15的其他部

分则包含 r对资本主义历史起源的叙述，面这部分不时地会显得极为生动、

容易阅读。

前九章包含着马克思在他的 1857 年的《导言》中所说的＂一般的抽

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屈千一切社会形式”门惶 不仅仅是如此抽象

的方法使得这些章节难以理解，著作中还有黑格尔的特色。在这本书德文

第二版的跋中，马克思解释道：他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加以应用，通过“把

它倒过来”，在“神秘外壳”中发现了它的“合理内核”191 。他甚至（正

如他在同一篇跋中所说） “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 使得《资本

论》开头部分难理解的第三个因素是：马克思使用了一些概念，这些概念

19 世纪中期的经济学家卜分熟悉，而后来正统学派的经济学家则不再使用

了 从 19 世纪的第四分之三个世纪以来，西欧和美国的经济学家们已经倾

向于把资本主义制度行作特定的、建构性的方式，它表现为私有财产、利

润和或多或少的自由市场；他们讨论这种方式的运行功能，尤其把注意力

集中在了价格上户这种“边际主义“经济学派没有陟开价格的价值概念

对马克思来说，这种做法由于以下两个原因似乎足肤浅的：首先，他认为

就字面的意义而言是肤浅的．囚为它只是描述 r建构在资本主义社会表面

的现象，而没有分析产生这些现象的生产方式。其次，这种方法认为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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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制度是想当然的，而马克思则希望分析一定的社会有机体的产生、发

展和消亡的过程以及被其他更高级的形式所替代的过程。

为了达到这两个目的，马克思接受了“古典“经济学家们的概念（这

些概念当时仍然是被普遍接受的经济学分析工具），并用它们得出了极不相

同的结论。李嘉图已经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作了明显的区分。物品的交

换价值是某种脱离其价格的东西，并由体现在生产物品中的劳动扯构成，

虽然李嘉图认为价格实际上趋向接近交换价值。这样 与后来的分析矛

盾一物品的价值是由生产的悄况而不是由需求的情况决定的。马克思接

受了这些概念，但是他试图表明资本上义不是静止的，而是阶级剥削的历

史性的、相对的制度．他通过剩余价值榄念的引入取代了李嘉图的观点。

剩余价值被定义为劳动产品价值和牛产这种劳动力（即维持劳动者的生

活）花费之间的差额。囚为劳动力的交换价值等千再生产这种劳动力所必

需的劳动杜．这在通常悄况下要比这种劳动力产品的交换价值低得多

第一卷的理论部分可以作常容易地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 1859 年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写．分析了商品（在外在的物品能够满足人的需

要这种意义上）及其价值。马克思建立f两种类型的价值：使用价值，或

者某物的有用性；交换价值，它由翩入物品中的劳动址所决定 按照劳动

创造使用价值还是交换价值，它同时具有双重的性质。既然“商品的交换

价值必须要以为它们共同所有的某种形式表达出米”[192)' 而它们唯一相同

的是劳动，那么劳动必定是价值的源泉。但是很明显由于有些人要比其他

人工作更快更熟练，那么这种劳动必定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平均水

平 C 接下米是难理解的有关价们形式的部分；第一章结尾论述了作为交换

价值的商品，马克思在一个段落中把它称为＂拜物教”，这使人回想起巴

黎手稿中对异化的论述和（更多地回想起）《径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

原理〉一书摘要》。在这里．马克思写道： ＂......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

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埮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

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

也是这样。" I 19 飞

这一部分最后－章论述了交换、叙述（作为商品流通手段的货币，具

体阐述了商品的价值以及价伯的普遍尺度c

第二部分是比较小的一部分｀叙述了货币向资本的转化 在资本主义

时代之前，人们卖棹商品得到货币足为了头更多的商品。在资本主义时代，

人们不是为买而卖，而是为更高价地卖抻才去头－他们用货币买商品是

为了用那些商品作为手段增加自己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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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第＝部分引入 r他的关键性概念：剩余价伯，－恩格斯把这一

概念称为马克思在经济学上的最重要的“发现“”4 ．，心克思把不变资本和

可变资本作 r区分｀前者是“变为生产资籵即原料、辅助材料、劳动资料

的那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并不改变自己的价伯址”一就这一点，马克思

说：“变为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在牛产过程中改变自己的价值 它向生产

自身的等价物和一个超过这个等价物而形成的余额，剩余价值，这个剩余

价值本身是可以变化的｀是可大可小的。门”“这个变化是剩余价值的比率，

t人和资本家的斗争就是以剩余价值为核心展月的，最重婓的地方是资本

家使工人工作的时间比仅仅用来满足体现在他产品中劳动力价值所而要的

时间要长。如果［人的劳动力（大概维持他的生有所宙的花费）是每天 3

英镑，一名工人工作 8 个小时在一件产品中能够体现 3 英镑的价值，那么，

如果他工作 10 个小时．最后两个小时将生产出剩余价值米．在这种情况下

是 1 英镑户

关千这种剩余价伯的性质，马克思又稍微进一步作了如下阐述：

劳动过程的第二段时间．工人超出必要劳动的界限做工的时间，虽

然耗费工人的劳动，耗费劳动力，但并不为工人形成任何价值。这段时

间形成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以从无生有的全部魅力引诱着资本家。我把

工作日的这部分称为剩余劳动时间，把这段时间内耗费的劳动称为剩余

劳动。把价值看作只是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物化的劳动，这对于认识

价值本身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同样，把剩余价值看作只是剩余劳动时间

的凝结，只是物化的剩余劳动，这对于认识剩余价值也具有决定性的意

义。使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例如奴隶社会和雇佣劳动的社会区别开来的，

只是从直接生产者身上，劳动者身上．梓取这种剩余劳动的形式。U闪

因此，剩余价值只可能来门下可变资本，而不是来自于不变资本，因

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 很简单地说来，咭克思认为利润率下降的原因是

由于机器的引进，劳动时间戚少．这样生产的剩余价值就会减少。当然、

机器会提高生产，殖民市场会吸收一些剩余的劳动力，但这种单纯的治标

最终不可避免地将带米危机c

前九章的这些内容由对资本主义起曲的粘美的历史叙述得到了补足，

后者比马克思任何其他的写作方法都要好《马克思尤其开创性地使用了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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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中期以来的可以得到的官方统计学资料。如果读者感到《资本论》的

开头太枯燥．他可以谜从咱克思给库格曼夫人的建议[ 191· •从“工作日”,

“机器和大丁业”以及“资本的积累过程：l)"这几名开始读。在“工作 R”

这一音中．，占克思许细地描述f“体力和智力的衰退 ”I 198] 迫使男人、女人

和孩子在恶劣 H生条件下长时间地工作，叙述了通过法律限制工作时间、

通过工厂条例来减轻苦痛的艰苦斗争。＇占克思得出结论说，尽管这好像是

资本家与［人仆自山市场中的交换合同，而实际上．这种合同的签订是一

边倒的：

在成交以后却发现，他不是“自由的当事人＂，他自由出卖自己劳动

力的时间，是他被迫出卖劳动力的时间；实际上，他“只要还有一块肉、

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棒取“，吸血鬼就决不罢休。为了“抵御＂折磨他们

的毒蛇，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头聚在一起，作为一个阶级来强行争得一项

国家法律，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屏障，使自己不致再通过自愿与资本缔结

的契约而把自己和后代卖出去送死和受奴役。从法律上限制工作日的朴

素的大宪章，代替了“不可剥夺的人权”这种冠冕堂皇的条目，这个大

宪章“终于明确地规定了，工人出卖的时间何时结柬，属于工人自己的

时间何时开始”。[199]

马克思在“机器和大工业”一章中继续谴贡了资本主义，叙述了机器

对工入产生的破坏性后果以及资本主义的农业剥削带来的环境影响。[200 但

马克思通过结论的总结，表明他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发展并不完全是

悄极意义的：

……大工业在它的资本主义形式上再生产出旧的分工及其固定化的

专业。我们巳经看到．这个绝对的矛盾怎样翍坏着工人生活的一切安宁、

稳定和保障，使工人面临这样的威胁：在劳动资料被夺走的同时，生活

资料也不断被夺走，在他的局部职能变成过剩的同时，他本身也变成过

(!) 关文表达为 Capitalist Ac t umula11on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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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的东西；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矛质怎样通过工人阶级的不断牺牲、劳

动力的无限度的浪费以及吐会无政府状态的洗劫而放纵地表现出来，，这

是消极的方面C 但是、如果说劳动的变换现在只是作为不可克服的自热

规律，并且带着自然规律在任何地方遇到降碍时都有的那种盲目破坏作

用而为自己开辟递路，那末，大工业又通过它的灾难本身使下面这一点

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承认劳动的交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

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实

现。大工业还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

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员，来代替那些适应十资本的不断变动的

剥削需要而处干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昼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

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功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

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 201

第一卷的最后是－个人的部分：“资本的积素过程”一这是这本书

最杰出的章节。资本家落入[“积累欲与亨受欲之间的浮士德式的冲突＂．

就必定要去生产一支”产业后备年”或巨大的暂时性失业丁人岱水池适应

市场变化。马克思以令人发眼的语言总结追：

我们在…．．．分析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时已经知递．在资本主义体系

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

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

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

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随菁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

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这些手段使工人的劳动条件变得恶劣，

使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屈服于最卑鄙的可恶的专钊，把工人的生活时间变

成劳动时间、井且把工人的妻子儿女都抛到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下 但

是，一切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同时就是积累的方法，而积累的每一次扩

大又反过来成为发展这些方法的手段 由此可见、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

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考资本的积累而日趋恶化。最后，使相对过剩

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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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赫斐斯塔司的栈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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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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贫诩、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叩

这一对英国工人阶级前 20 年、英国农业无产阶级和爱尔兰的悲惨状况

的断言为－系列详细的研究所支持，动人且客观。这一扂以一个著名的段

落作了总结：

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

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

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

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

的生产方式的秷棺。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

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

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为）

接下来的两卷，只是一种草稿的形式、丝垒没打第一卷优美的神韵－

但是，题为“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这一人节，马克思似乎打算把它放在

第一卷的结尾，但在最后一刻却略去几如在这一音中，马克思讨论了资

本主义生产是如何在整个过程中再生产出资本家对工人的关系的。书中有

一些特别有趣的论述｀这些论述涉及资本家对工人关系的异化”0~]' 以及资

本主义在生产中“尽可能减少拿t资的 I人数址＂、在纯粹服务性行业中

却增加工人的数见之趋势('2的

第一卷论述了生产，而第 卷和第飞卷则考察了当资本家要卖掉自

己的产品换得现金的时候，工厂之外的＇悄况－在第二卷，马克思探讨了

售出、利润和为下－牛产循环进行的再投资的循环运动，以及构成经济

危机的复杂因素 C 这一卷由于其内容的技术性、理论特性，远不那么

有趣？

第三卷的第一部分呈现出或多或少最终的手稿形式，但此后这本书在

没有任何最终结论的估况下就结束了。它开头讨论了剩余价位向利润的轧

化，以此探讨了价值和价格之间的关系。很多人一读第一卷就问这是如何

发生的-如果价位是由社会必耍劳动来衡 ht的．那么应该极不同于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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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 马克思提供了这－问题的唯一答案，即认为价伯＂足它们的价格山

绕打运动的王心，而且价格的不断涨落也足围绕这个重心来拉平的 "207'0

他接若说：“不忤价格是怎样调节的．我们都会得到如下的结论：……价伯

规律支配符价枯的运动、生产上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减少或增加，会使生

产价格降低或提高”lOX 。然后，为克思作（比第一卷更为详细的论述，沾

晰地说明了构成第三卷中心内容的利润宇卜降规律r 马克思用十分简洁的

语，气说明了这-.规律：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证明了一种不言面喻的必然性；在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一般的平均的剩余价值阜必热表现为不断下
降的一般利润率。因为所使用的活劳动的量，同它所撫动的抽化剪动的
量相比，同生产中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量相比，不新减少，所以，这种

活劳动中物化为剩余价值的无喇部分同所使用的总资本的价值量糯比，

也必然不断减少。而剩余价值量和所使用的总资本价值的比率麓是利润

率，因而利润率必然不断下降。［砌］

接下来马克思进－·步探讨（经济危机的性质，他追溯『资本上义经济

扩大生产的必然性与不考虑合理的消费水平之间的根本矛盾：

资本主义生产的寞正霞喇是鲁本胄毒，这慧是视：贵木及其自行增
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
责本而生产，而不是相反：生产资料只是不断扩大生产者社金滇！生涌过

程的手段。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褫剩夺和黄困化为基瘤的资字价值蜘保

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和这些限制不斯与资本为它自
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展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茼生产，无

条件地发晨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栅矛盾。乎覆．一社会生产力

的无条件的发晨一一不断地和瘦有鲁木的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
冲突。[210J

结论足：

339 



＇，克思．传（第 4 版）
Karl M盯X A Biography. 4E 

_ 

......^” 

力的生产趋势相比，一切现实危机的最终原因从来就是贫

接若马克思论述f减缓利润降低的囚素．最 L要的足扩大生产和扩大

对外贸易，并试图表明这些只是短期的治标方法C 接下米两部分论述了生

息资本和地租．内容到关于阶级的不完整的叙述就突然结宋 r 。

即使在今天，《资本论》，尤其是第·卷，仍然足一部杰作 它的历史

分析方法至少在一个方血生动展现 r 19 世纪英国的罪恶画曲，它细致而卓

绝的风格不论是对历史还足对文学都足才个水久性的贞献 它的珅论前提

和长期性的预言都足“反驳不f的＂一一－只要它们不足向临根本性反驳的

挑战：劳动价值理论不足一种“科学的“理论 212 l一，而丛可以巾对资

本七义制度运作这样的洞见来断定的－种理论 咱克思的茗名须见只不过

足建了｝在他资本中义社会抽象的“校式”之卜，这种校式仆给定的条件之

下可以有若几乎无限多的形态．像所 h橾式一样、它必须 rll 具结果来进行
评判 3 (2111 

《资本论》没有立刻获得它后米所亨有的成功。它{!屯克思小圆子中

被热切地接受，县至他的老回盟费尔巴哈和户格也发-&. f赞扬性的评论。

但在德国有为数不多的令人恼火的评论，其中大部分的态度是不友好的．

尽管恩格斯未来的论敌杜林撰文赞扬了它。恩格斯是奻勤勉的评论者，设

法写f 7 篇、每一篇都认真地使之适合千每份报刊的性质。库格曼在德国

还是一名作常有影响的公共关系官员 恩格斯努力使之在英国获得公众影

响，但唯一的结果只是 1868 年 1 月的《星期六评论》登了一篇小公告。它

报道说：”作者的观点可能止如我们所想象的一样有害，但苑无疑问，他的

逻辑似乎有理，辩论充满活力，他把魅力投注在了政治经济这种最枯燥的

问题上了＂。马克思从出工会工作的同事的总态度可以用彼特·福克斯

(Pe ter Fox) 的话来概括：马克思把书送给了他，他回信说他感到好像一个

人得到了一只大象，不知道该？它怎么办。的确，书的被接受程度是令人

失望的，燕妮写信给库格曼：“你可能认为、很少的茗作能在较为艰苦的环

戍中写成；但我能书写秘密的历史．它将揭示出尤穷尤尽的烦恼、忧伤和

不安。如果工人们稍微感知到为完成这部著作、只为他们而写这部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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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他们的利益而所作的必要的牺牲的话，他们可能会表现出更多一点的

兴趣。 ”2,.,1 I 000 册卖出去花了长长的 4 年时间

六 莫丹那别墅的生活

尽符 1864 年的两份遗产无疑给了马克思相对的舒适，这使他能够完成

《资本论》的第·卷噜但这绝不是最终的解决办法 1864 年 4 月，马克思

一家移居到了梅特兰公园路一所相当大的房仁距离格拉弗顿坊南有几百

码，接下来的 11 年他们一直住在那里。对燕妮来说（据她的回忆录），莫

丹那别墅 1 号（邮寄地址 1868 年改为梅特兰公园路 1 号）”是非常吸引人

的、 F净的居处，我们布晋得很舒适｀还比较漂亮······这是崭新、充满阳

光、通风的宜人房间”,21气／＾的确，后来对她来说，房子好像是“一座名副

其实的宫殿，对我来说，这是一座异常宽敞、异常昂贵的房千 ”[210' 。这是

两套分开的房千、正在该公圆的入门处，它的前面是一座花园，还有一个

装各很好的温室，有足够大的空间来养他们的两只狗、三只猫和两只鸟。

每个女孩有门己的房问。马克思自己有三个很好的书房，可以俯瞰公园，

这间房正是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第 卷的地力｀并成为第一国际的焦

点。保尔·拉法格留下了对马克思书房的描写：

它位于楼上，被来自可以看到公园的宽敞窗户的光线所笼罩。在窗

户对面的壁炉的两侧墙壁边，井排放着装满书籍的书架，书架上各种报

纸和手稿堆至天花板。在壁炉对面的窗户的一侧．有两张堆满文稿、书

籍和报纸的桌子。房间中央，光线很好，放着一张小平桌（三荚尺乘两

荚尺大小）和一把木靠椅。靠椅和书架之间，面对窗户的，是一张皮沙

发，马克思习惯于时不时地躺在上面休息一会。壁炉台上摆满了更多的

书籍魁雪茄、火柴、香烟盒、镇纸以及马克思的女儿和夫人、威廉·沃尔

夫和恩格斯的照片。217

书是按内容，而不是按大小进行排列的噜书角翘起｀空臼处写满了评

论，字里行间到处作f画线。“它们是我的奴县”．马克思说：“它们必须

按照我的意您为我效劳”。[21“ 这间书房后来新添的两个特色是他的朋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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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者库格曼博t送给他的礼物。一件是奥特里科利 (Otricoli)的宙斯半

身像，这件礼物寄到的时候令全家大吃一惊，叫时是 1867 年底，大家正准

备着圣诞节的布丁；另－件是一幅挂毯，莱布尼茨（马克思对他怀有极高

的敬意）管在他的书房中挂过七

安晋新家（包括还侦）共花『 500 英镑 c 房租和费用几乎是格拉弗顿

坊的两倍，一股情况下，这样的住家的年收入要人约在 500 英镑，这实际

上正是马克思每年收入的总数。 21'J)此外，马克思和三个女儿在拉姆斯盖特

度了三个星期的假，燕妮—个人在布赖顿码头O待了两星期。 10 月，女孩

子们（她们以前巾于没有钱回报别人的盛情而不得不拒绝邀请）举行了一

个有 50 个朋友参加的舞会。财政状况并没有由千 1865 年 5 月埃德加尔·

冯·威斯特华伦的到来而有所改善。他当时刚从美国回来，在那里，他很

矛盾地在美国内战中参加了支持南方的战斗。尽管他有古怪的性情，但却

有着很大的胃门，甚至还令马克思愉快，马克思把他描写为“自私自利，

但是人倒还善良 ”[22(IJ。在埃德加尔住的六个月里，马克思的精神变得越来

越紧张。

迁居几个月之后，尽管马克思在美国的投机生意赚了 400 多英镑[2211,

但仍然被迫给恩格斯又写了一启求助的信：

半辈子依靠别人，一想起这一点，简直使人感到绝望。这时唯一能

使我挺起身来的，就是我意识到我们两个从事着一个合伙的事业，而我

则把自己的时间用于这个事业的理论方面和党的方面。就我的条件来说，

我住的房子的确太贵，再就是我们这一年比往年生活得好一些。但是唯

有这种办法能使孩子们维持那些可以使她们的前途得到保证的社交关系，

况且，她们受过许多痛苦，也应当使她们至少有一个短时期的补偿()我

想你也会有这样的看法：即使单纯从商人的观点来看，纯粹无产者的生

活方式在目前也是不适宜的，如果只有我们夫妻两人，或者这些女孩子

都是男孩子，这种生活方式当然很好。[222 J 
一•--~~- -- -

恩格斯及时救了难，尽力地抇保每年给马克思 200 英镑，可能的话另

外再加 50 英镑。 1866 年 11 月，由于法兰克福姑母的去世，马克思立刻升

G) 英国南部海岸避暑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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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了希望，但结果只有可怜的 12 英镑。全家很快受到（驱逐的威胁，马克

思不得不从熟人那呾借点钱．“像在流亡中的奻困泭时期那样＇. r 22飞］。境况

由千必须在保尔·拉法格（他正在追劳拉）而前维持住面子而更加槽糕y

马克思又一次表达（他要官布破产的想法．然而却按照医生的建议为劳拉

订购了香棕洒和选了体操课程 1867 年间，马克思承认恩格斯巳经给了他

“很多钱 ”224 ，但说是由他 200 英镑的旧侦花去仁接下来的一年，在他

50 岁生口的时候、他痛苦地回忆起了母亲的话：“小卡尔要足积攒一笔资

本，而不是......该多好啊！ ”22S 心境况是如此的坏，以至于马克思认真地考

虑移居日内瓦。马克思在邻居的眼里已经是仁－个体面人．尤其是他被选上

圣潘克拉斯教区仲裁祛官颇有声望的闲职的时候更是如此，此时贫穷越发

紧随沂他。马克思不会接受这个职务，而同意一个邻居的意见，“我是一个

外国人，让他们吻我的屁股”『22b,

1868 年 11 月，经济状况变得令人无法忍受，恩格斯告诉马克思．首先

要让他知道，他需要多少钱才能偿清他的全部债务，其次要让他知逍，以

后他每年 350 英镑的开支是否够用。（恩格斯自己从 1860 年以来的收入从

来没有低过 1 100 英镑。，227J)马克思同信说自己 “1 分感动”，让燕妮算了

一下总的债务，发现债务比他想象的要“大得多”。(2比 1869 年 7 月 1 日．

恩格斯使自己从欧门脱身，所以令他十分开心和值得庆祝的是．他放下自

己的公司比自己预料得要早、然而， 3 个星期以后，马克思发现他每星期

给燕妮的补贴仍然不够她用来开支。在他的压力下，＂…...女性的愚蠢就暴

露出来仁在她替我开给你的侦务清单里，约有七十五英镑她没有写进去，

后来她就想办法从家庭开支中逐渐补偿这笔钱。我间．为什么要这样？回

答是：她害怕—下子说出个大数字！可见．女人总是需要监护的！ ”229 恩格

斯宽宏大鼠地接受f这件串，马克思的财政困难终于清除了。通过 1865 年

到 1869 年的通信来计符，恩格斯给马克思的钱不少于 I 862 英镑。 230

在写作《资本论》第一卷期间．马克思还成 r岳义．并终于成了外祖

父 19 世纪 60 年代晚期主要发生的事情是劳拉的爱情和婚姻尸早在 1865

年，在小燕妮 21 岁的生日派对上，劳拉就收到了杏理．曼宁热情洋溢的求

婚 查理·曼宁是一个富有的南美洲人．父亲是英国人。但是｀按马克思

的说法，劳拉”对他并不在意”，已经懂得怎样＂压制”这种“南方的热

情”231 。这一年她遇到f保尔·拉法格，叶时他 23 岁．是古巴富有的种

J) if onlv karl had mad, ca pital. ins tead of ju,,t writi ng nl,ou t it..!;:为 要足卡尔攒了资本，

而不是撰写资本，该多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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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园主的独生子，他的父母巳回到法国，进入了波尔多葡萄酒行业户保尔

是一名（不很热情的）医学学生。作为蒲鲁东的追随者．他活跃在学生政

坛上，曾作为法国代表被派往伦敦的国际总委员会，他一直在那里是由于

政治原因被从法国大学驱逐出来。到 1866 年 8 月．他同劳拉“半订婚

了＂。 232 马克思不是特别高兴。劳拉好像对拉法格没有真正的好感，马克思

对恩格斯说拉法格是＂漂亮的、有知识的、精力充沛的小伙子，而且是一

个出色的体操家”2" 。虽然如此｀他还是极为谨慎地把拉法格作为未来的

女婿－他写信给拉法格以前的巴黎教授开介绍信，并给拉法格写了一封相

当严肃的信，信的第一段写道：

如果您想继续维持您同我女儿的关系，您就应当放弃您的那一套

“求爱”方式。您清楚地知道，井没有肯定许婚，一切都还没有确定。即

使她同您正式订了婚，您也不应当忘记，这是费时间的事。过分亲密很

不合适，因为一对恋人在长时期内将住在同一个城市里，这必然会有许

多严峻的考验和苦恼。我惊讶地看到您的举止在只有一个星期的地质年

代里，一天一天地起变化。在我看来，真正的爱情是表现在恋人对他的

偶像采取含蓄、谦恭甚至羞涩的态度，而绝不是表现在随意流霓热情和

过早的亲昵。如果您借口说您有克里奥洛人的气质，那末我就有义务以

我健全的理性置身于您的气质和我的女儿之间。如果说，您在同她接近

时不能以适合于伦敦的习惯的方式表示爱情，那末您就必须保持一段距

离来谈爱情。明白人，只要半句话就会懂的。(“`'

马克思接着解释说：“我已经把我的全部财产献给了革命斗争”，他对

这一点不感到懊悔，但是如果可以再选择的话，他就不会结婚了。“既然我

力所能及，我就要保护我的女儿不触上毁灭她母亲一生的暗礁。”1”“ 在信的

结尾，他仍然坚持要求劳拉的未米的经济保证，因为“我的观察使我相信，

按本性说您不是一个勤劳的人，尽管您也有一时的狂热的积极性和有善良

的愿望”I 2飞6 。燕妮也相当怀疑这个法国医学学生，但在 1866 年 9 月劳拉 21

岁生1J的时候宣布了订婚，所以拉法格一定减轻了他们的忧虑。燕妮·马

克思变得有活力了，保尔的父母亲答应给他 4 000 英镑结婚，她赞扬他的

“美好性格、他的好心、慷慨以及他对劳拉的爱恭＇, [237」。特别幸运的是保

尔和劳拉有着一致的宗教观点 她痛苦地回忆起她自己求得爱情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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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道：“这样劳拉将会避免一个有行自己想法的女孩f所遭受的不可避免的

矛盾和痛苦 因为今天找到－个有符相同观，1从而同 II、」义有文化和社会地位

的人是多么少见。寸邓，家庭之间的友好关系由f－马兑息的＝一个女儿到波尔

多旅行（三个星期面巩固f。

燕妮特别希屯举彴 Ir:宗教仪式的婚礼，尽可能地不声张．避免邻居的

闲言 恩梒斯友好地建议说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是从I为劳拉是新教徒，而

保尔是大主教徒 ”9 I 结婚的公布－一直拖到最后可能的－刻．因为燕妮没有

准备劳拉的嫁妆．马克思不想“把她像个叫化f那样打发出门 ”240 燕妮

仍然在劳拉结婚之前四个月为她准备了大贝的衣服。婚礼在 1868 年 4 月 2

日圣潘克拉斯登记处举行、接下来是在莫丹那别墅用午餐。在那里，恩格

斯关千劳拉的开支说了佷多笑话，以至她笑出『眼泊。 241 这对夫妻在巴黎

度了蜜月，然后返回伦收，保尔在那巠完成f他的区学学业。

在此期间，她的姐姐也开始独立f 小帐妮没有征得父母同意的情况

下找了－份女家庭教师的 L作，每周工作 5 个上午，教附近门罗博士家的

孩子们实际上宙克思强烈反对｀在严格的条件下才同意的 小燕妮享受

臼己的工作，尽管从雇上家得到报酬时实际上经历了困难；这种情况持续

了将近三年，直到门罗家”可怕地发现我足为邪恶的公社运动辩护的爱挑

起事端的领导入的女儿”241 。她也开始为法国报纸写关千爱尔兰的文章，

像爱琳娜一样，热衷于自治事业c 马克思向恩格斯坦陈：至少“让小燕妮

下点什么韦情散散心，特别是使她不再总足待在四壁箫然的家中“”“`、他

是高兴的 接下来他说：“我的妻子完全失去安娴和文静的性格已有好几年

了一这种变化是环境造成的，然而它并不会因此而变得使人感到好受

些一．她常常抱怨，发脾气，心怕不好，这使孩子们苦恼得要命，然而

任何孩f都不可能更乐观地忍受这一切）但是一切总们有个限度。“燕妮发

现马克思的脾气没有任何好转。［江｀境况由于恩格斯移居到伦敦和巴黎公社

的光鲜的效果而得到了改苦，

注释

[ I ] Marx to En ii;els, i-f吓')()QX 225. The tit le. Grumdris.<e (wh ich was lo be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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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复苏的工人运动实现统一和抛开一切内部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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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国际工人协会

一 国际工人协会的源起

《资本论》第一卷问机之所以需要如此长的时间，而其后各卷根本就

没有问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足作为国际［人协会的领导人，压在马克思

身上的工作占据了他的时间。

1852 年共产仁义者同盟解散之后，马克思曾谨慎地避免任何党派的政

治性委任。一方皿 19 I让纪 50 年代是一个反动时期，左冀激进主义不合时

宜 但到 60 年代初，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刺激f欧洲工人阶级运动的复

苏 在英国、建筑工人为争取 9 小时工作日的成功斗争促进 r工会组织的

发展，并促成了 1860 年伦敦「荫商联合会的建立 在法国｀拿破仑三世已经

开始放宽了反丁会法，企图利用 L人来平衡日益增长的自山主义的对抗。

至于中欧．“在德国工人阶级运动沉寂f十五年之后｀拉萨尔又唤醒了这个

运动”,IJ，（拉萨尔就死于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之前几个星期。）

这一复苏运动正好和个断增强的国际主义精神相一致，在英国尤为强

烈。意大利的独立运动在关l叶上人阶级中已经深得人心，加里波第到伦敦

时受到了欢迎，马志尼本人也为很多工人阶级领导人所知晓，林肯的废奴

宣言在内战中把工联主义者团结到了北方的阵营， 1863 年 3 月工会组织的

“大规模的会议”给马克思的印象极为深刻，这次大会他例外地参加了。

但是，直接促成国际工人协会建立的事件是 1863 年的波兰起义。一个由拿

破仑资助的法国工人代表团在 1862 年的博览会中已经访问了伦敦，因此，

很自然地法国应派代表团参加 1863 年 7 月在伦敦召丿干的关千波兰的群众大

会 这种联系山于法国和英国工人互相支援罢T资金而进一步加强了。波

兰大会之后，伦敦工商联合会的书记乔治·奥哲尔受委托起草宣言一

《英国工人致法国工人书》，这份宣言提议建立国际协会，以促进和平，增

强各国工入阶级的共同利益心法国方面草拟f一个回复； 1864 年 9 月 28

日，在科文特花园附近的圣马丁堂召开了一次会议、听取交换宣言。正是

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 2

虽然马克思在召共这次会议中根本没有起作用，但他一直在关注着波

兰的发展心 3 1856 年，他籽手研究波兰历史，因为 “1789 年以来一切革命

的强度和生命力，都可以由它们对待波兰的态度相当准确地测鼠出来”4

1863 年的起义让咭克思充满了强烈的希望。＂彴一点很明显＂，他给恩格斯

写逍，“在欧洲义广泛地揭开f革命的纪元......但愿这一次熔岩从东方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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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而不是相反．这杆我们就可以摆脱法国首倡作用的勹光荣＇＂（｀ 为

了表达自己的观点｀马克思构思了一本小册f一恩格斯写军事部分，他

自己写政治部分．并由饱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出版。计划的框架形成之后，

马克思从 1863 年 2 月至 5 月一直在做这件事，直到他的肝病迫使他停了下

来 这些直到 1961 年才发表r6) 的手稿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广令人极为惊

奇的是，这些历史的部分带有纯粹政治的性质，而丝亳没有提到经济的影

响，其主要原囚是马克思的恐俄症二按照他的说法、瓜分波兰导致了德国

其他地方对普售士的依赖；而普鲁土反对波兰的政策又反过来促成了俄国

对普鲁土的完全控制。这样．“波兰的恢复意味着……挫败了俄国控制世界

的企图”[7],尽管马克思没能完成这本小册子｀但他积极地和一个陆军上校

拉宾斯基讨论了组建抗击在波兰的俄国人的德国军团的问题。 SI 1863 年 10

月，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事实上确实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作者很可能是马

克思口

马克思是如此积极地关注着即将到来的圣马丁堂会议。关于他被邀诮

参会的市、马克思在几个星期后给恩格斯的信中叙述如下：

定于 1864 年 9 月 28 日在圣马丁堂召开群众大会，

（鞋匠，这里的各工联的伦敦理事会的主席...…)和克里默一泥水匠．

泥水匠工会的书记......一个叫做勒·吕贝的人被派到我这里来，问我是

否愿意作为德国工人的代表参加会议，是否愿意专门推荐一个健国工人

在会上讲话等等。我推荐了埃卡留斯，他于得很出色，而我也在讲台上

扮演哑角加以协助。我知道伦教和巴黎方面这一次都显示了真正的“实

力”，因此我决定打破向来谢绝这类邀请的惯例。[9]

事实上，马克思被邀请参会好像是很匆忙的事情，因为在会议之前

的几个小时，他才收到克里默正式邀讷他参加的短信，法国人大部分是

蒲鲁东的追随者，他们认为应该由丁．人管理自己的组织，埃卡留斯是一

个当然的选择，因为他是 1863 年 10 月德意忐上人教育协会宣言的签名

人之一

会议有 2 000 人参加，．．挤得使人透不过气来” 伦敦大学的历史学教

授和最主要的去证主义者之－比斯利作为会议主席发表了简短的演说．接

着是德国L人合唱团演唱，随后奥哲尔宵饮了他去年 12 月份写的宣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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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最有影响的仕会主义者、 1862 年和 1863 年访问过伦敦的代表团成员昂

利·托伦宣读f作为回应的法国的宣言，这篇宣言几乎仅仅局限于（用蒲

鲁东主义者的术语来说）资本和劳动之间关系的改良．说这将使工人的工

作有个合理的回报。之后勒·吕贝简要地说明了法国在伦敦设立中心联

合会的计划，它将联系欧洲各国首府的分会以制定共同的方针政策，炳个

英国工联主义者乔治·威勒尔和威廉·德尔则提议成立国际协会，并立即

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起草该协会的章程。经过一轮辩论（埃卡留斯在辩论中

代表德国发f言）之后．会议结束，选举了由 34 名委员组成的委员会： 27

名英囚人（其中 ll 名来自建筑行业）， 3 名让国人， 2 名意大利人和 2 名德

国人，这 2 名德国人即埃卡留斯和马克思－

总联合会（很快史名为总委员会） 10 月 5 日开f会，选举奥哲尔为主

席，在马克思的提议下选举克甲默为书记，还选举出（法国和波兰通讯书

记 马克思建议德国书记巾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选出．不久他本人被他

们推选为书记 接竹总委员会转向它的重要议题，经过“一次很长时间

的热烈讨论””之后，委员会没能达成一致的纲领，鉴 F它的规模（加

上新增委员超过f 50 入），这并不奇怪。节书克思被选入·个 9 人小组，

即小委员会来起草宣白原则时，他已经离开f会议。在 3 天后的小委员

会会议上， ·位年老和蔼但哱嘐咬竣的欧文主义者韦斯顿宣读了原则；

加里波第的前任副官沃尔弗少校（现在是马忐尼的秘书），提议把意大利

工人团体的规盔作为基础 L 屯克思山千疾病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及其后的

总委员会的会议，在总委员会的会议上， 书斯顿和沃尔弗的提议被提交

回了小委员会。埃卡留斯焦急地给马克思写信说：“您绝对应该给这个欧

洲工人组织的初生儿打上您简洁但意味深长的风格的印记”[" 紧随埃卡

留斯之后，奥哲尔和具他人也对所捉议的草案极为不满，他们认为＂某些

位署的恰当的人选将是马克思博士”12 。克甲默亲自写信敦促马克思参加＿

但是，马克思还是没有参加小委员会接下来的一次会议，说是没有及时被

告知会议的地点。而这次会议上．勒·吕贝陂委派整合沃尔弗和韦斯顿的

草案t

马克思终千在 10 月 18 I] 要讨论综合稿的总委员会中露面了 他写

道：“当我听到好心的勒·吕贝宣读妄想当做原则宣言的一个空话连篇、

写得很坏而且极不成熟的引言时．我的确吃了一惊，引言到处都带有马

志尼的色彩，而且披ri法国社会上义的轮J部不清的破烂外衣＇，可马克思

设认计这些草案义捉交回小委员会 两天以后小委员会存马克思的寓所

召开f会议。他的「I 的是如果可能的话，“这种东西连．行也不保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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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为f扁得时间．他建议先讨论节程。这个策略的结果足，到凌展 1

点钟他们仍在讨论第．条跻秤气总委员会的会议不得不推迟，直到他们

有时间再丿卜小委员会会议。文件就留下来给屯允思继续修改 他所写的

提荌只是表达［对已被总委员会采纳的勒·吕贝的草案的“感悄＂～为了

证明他本人认为处理这个问题使用．种“极具特殊的方法”的合理性、

马克思写f《告 I．人阶级 13》．他称之为“对 1845 句以米工人阶级的命运

的一种回顾＂口 1 。他还把？程的条款缩减到 10 条 r 在小委员会的会议上，

L5克思的草案获得通过，只足止如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所写的：“我必须在

《音程》引言中采纳｀义务｀和｀权利｀这两个词，以及｀真理、逍德和

正义＇等词，但足，这些宁哏已经妥为安廿I矗．使它们不可能为害”!"。接

若总委员会通过f引言、官言和音程，其中钉所修改广马克思不能完全地

自 E行书，这一点可以从一个动议的段治中召出来，其中他使用的术语

“投机商”被删掉f

《告工人阶级书》(n 在－个星期内与成，这足－篇巧妙地适应了共听众

的文节、还包含（以后在《资本论》中出现的资料． 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

信巾写逍： ＂婓把我们的观点用目前水、V的上人运动所能接受的形式表达出

来，那是很困难的巾悄.....重新觉醒的运动耍做到使人们能像过去那样勇

敢地讲话，还布要－段时间 D 这就必须实肵 l·.Q仅见形式上温和。”“正因

为如此，这篇官言和《共产主义官言》形成鲜明的对比．其中没有扫清一

切的概括或对革命行动的呼盯：官言开头马逍：“工人群众的贫困在 1848

年到 1864 年间没有减轻，这是不容争辩的 rj,i＇头.忙··「 17] 接若就摘录『英国官

方的材料址叽f这种论断．说明劳动朋众的贫困、与财政大臣关千国家财

宫正 l 1 益增长的乐观声明形成f强烈的反差“马克思最后关 l二英国状况的

原因的详细论述姓然还是佷朴素大贞的观点：“在大1礼上所有先进的工业国

家用，都在重复竹英 l目的悄况，只是带十」不同的地方色彩和规模较小罢

f”“他承认尽行“实际工资对j一－ I．人阶级的少数稍微有些提高”，但

1848 年来， “L人阶级的广大群众到处都在日益下降，下降的程度至少回

那些站在他们头 K的阶级沿行仕会阶梯上升的程度 样厉害”[ 19 他的结

论足：在所有的欧洲 1对家甲｀向旬个不带偏见的灵魂都岊现出－个真理，

而这 1句f里也只会为那些视自己的利益为愚昧大学的其他人之陪碍的人所

否认、即：

心 即《国协 1 人协会立言》．上兑莱伦在此都以《告 r 人阶级书》的名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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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机器的改进，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交通工具的改良，新的

殖民地的开辟，向外移民，扩大市场，自由贸易，或者是所有这一切加

在一起，都不能消除劳动群众的贫困；在现代这种邪恶的基础上，劳动

生产力的任何新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加深杜会对比和加强社会

对抗。心］

这是马克思学说中关于相对贫困奻为沽楚的 1，r性心之一。矛盾的足，在

英国国际工人协会主要使境况比较好的上人获益．这样一米使得马克思提

到的这种贫宫悬殊加剧（ 21' 

马克思更多地转向f政治方面，他评述[ 1848 年来欧洲工人阶级运动

的失败 但是他认为这种失败为两件屯大的书实所缓和： 卜小时工作日法

案的通过(“资产阶级(l)政治经济学第－次在 L人阶级政治经济学面前公开

投降广＇ 22) 和合作运动。但是（马克思这臣怂到的是祛国蒲鲁东的学生

们），这种运动只有在“全国范围内“发展，才能取得反对资木力址的胜

利。这样．＂夺取政权巳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 ”1" 鼓后，马克思简要

描述了工人阶级在废除奴隶制、支持波兰和反抗俄国一一”这个头在圣彼

得堡而在欧洲各国内阁早有其爪牙的野蛮强旧 ”2•1 一~方面取得的成就。

他以惯常的呼叮结束了全文：“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米！”

在章程的引言部分．马克思从这样一条原则丿卜始，即“工人阶级的解

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这一斗争鼓终将“悄灭任何阶级统治”

由千经济奴役是一切社会的和政冶病症的根源、“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

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门标”'5 u 这些内容掺进

了马克思不能避免掉的种种术语，如“真理、正义和道德”等，引言之后

是 10 条竞程，涉及了每年的大会和总委员会的选举诸如此类的问题

《告工人阶级书》表明了在没有任何强加的目标卜．令马克思准备把工

人阶级运动带到它所能达到的程度。他评惧地避免 1，任何可能伤害英国或

法国情感的东西、特别足英国大多数工联主义者使马克思不能以任何方式

提及革命的目标.,比斯利曾谈到圣马丁堂的听众：“他们中只有几个人

（也可能一个也没有）屈于社会主义派别。找认为他们大多数人不会接受

(1) “资产阶级“关文版＆达丿J the m1( idl,. I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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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上义者这个名字。”2•J同样，尽管马克思对合作运动持有谨慎的批评，

但他不得不避免提及任何国家的中央集权主义｀这是法国人极为厌恶的一

项政策。

一 国际工人协会的发展

19 世纪 60 年代初，欧洲典型的动汤氛围一—它在某种程度上促成f国

际工人协会的诞生——继续促进国际 L人协会在这 10 年中的发展 政局动

荡导致普法战争爆发． 1866 年罕 1867 年的经济危机使罢［增加，这都不可

避免地提高了国际 1 人协会的威初，所以在头几年中，它能够在马克思设

计的相当宽松的理论框架内稳步地发展，

在英国．国际工人协会在开始的儿年中得到 r 很好的发展。在其他组

织中，它巩固 r 与砖瓦丁．人和皮忻「．人协会之间的氓要联系。它的活动定

期在最有影响的［．．人报纸《蜂房报》 上进行报逍．总委员会的首要举措之

一就是把这一门气过大的《告 T 人阶级书》（由马克思起草）寄给 “I．．人

阶级的诚实儿子”林肯。 1865 年 4 月．爱德蒙·比尔斯和其他一些中产阶

级激进派联合 6 名工人｀创建f改革同盟．鼓动成人选举权 马克思与老

朋友厄内斯特·琼斯恢复了联系，积极促成了改革同盟的创立）这 6 名工

入都是总委员会成员，马克思给恩格斯在信中热情地写道：“国际协会（l）的

伟大成就是：改革同盟是找们一手建立的＂ 27] C 然而巾实上，改革同盟只

不过削弱了国际工人协会，协会的很多成从认为它的T作没有改革同盟本

身的纲领那么具有直接重要性。

马克思在国际丁人协会中做了人叶的 I作，共中很多显然是违背自己

的意愿的 L 例如， 1865 年 3 月，他对恩格斯解释他上个星期是怎么过的： 2 

月 28 日足又一个总委员会会议， 一直开到深夜，接下米还要在一间洒店开

另一个会议，在那甲他必须签 200 多张会员卡。第二天他参加了一个公众

会议，纪念波兰起义。 3 月 4 门和 6 日是几小时的小委员会会议， 7 门总委

员会会议又丿－F至深夜。国］几个月后．，如克思不得不佯称旅行以挤出时间写

《资本论》；到年底他还抱怨＂协会以及有关的一切事悄像梦脱一样萦绕若
我”29

1866 年继续保持了 I.: 一年的发展态势，国际［人协会第一次显示出了

q) 即［国忳工人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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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认为的 E要优点：它能够防止破坏罢 I:r向人从大陆的涌入U 马克思

对李卜克内西强调：“这样－证叩协会能带来直接的实际好处，就在讲求实

际的英国人的头脑中留下了印象 ”l30；山千国际 L人协会的努力，伦敦缝纫

工人联合会的罢工取得『胜利 他们立刻申讷加盟国际 L人协会，几个小

的团体也加盟f。 8 月出现 r －个瓜人的突破·谢仕尔德贸易代表大会推

荐它的会员加入国际「人协会 到 1866 年 9 月 {1 [1内瓦召开第一次大会时

为止，据报迫可能有 17 个组织加入f国际 l 人协会，另有 13 个组织止在

协商中。 11 月，宪节派唯－保存下来的组织一—国家改革同盟申请加入。

如果能够说服伦敦工商联合会加入．心克思认为：“那人这里的工人阶级的

领导权从某种；恁义」说就会转移给我们，而找们就能够把运动大大地｀向

前推进＇ “111 。然曲、恩格斯并没有让自己受到为克思热悄的影响，几年来

他对国际工人协会所取得的成就一直保持祚显而易见的沉默。他没有加入

曼彻斯特的六人小组、甚至拒绝成为通讯员。

在这期间．马克思和英国人之间关于总委员会的一些问题偶尔有些

摩擦，例如，关于对马忐尼的崇拜和对埃卡留斯（马克思坚定但不老练

的支持者）的嫌恶问题。但足马克思在确立自己的支配地位时亳无困难，

这部分归因于他能在英国和大陆之间充当调解人的角色。至 F 马志尼的

反对，他向恩格斯解释道： ＂吕贝曾经渴力向他们证明，我作为委员会的

英国部分的首领要压倒其余的大陆部分；柜反地｀英国的先生们现在确

信，只要他们谁做蠢巾，找就可以在大陆部分的帮助下把他们完全掌握

在手中 C·· 、l2· 马克思还把他的支配地位归因于德国意识形态的优越性以及

总委员会中的其他人认为＂池国科学”是“极为有用的｀灶至是必不可少

的＂：订J,

节总委员会在 1865 年 1 月讨论波兰问题时．马克思的加入引起『非同

寻常的热烈反应，通常是以书实为根据的会议记录与道：“马克思博士的发

言充满了以公开形式出现的、极有价值的重要历史串实”“,c 1865 年夏天，

总委员会讨论了约翰·韦斯顿的观点（这些观点已经在《蚌房报》上发

表） ：」飞资的提高只能导致价梒的上涨．因此生产者的合作是提高工人生

活水平的唯一途径。呫克思认为这种观点足极为肤浅的．尽管”不可能

把一门政治经济学课程压统在－小时之内讲完＂：＂ ｀他仍然采取f以前

对t人阶级听众渍讲的方式．分两个长部分向总委员会作f演说c 他极

力表明，通常［资的提高不会影响利品价格；由 I 资本 K 义生产的趋势

是降低平均「资水平｀那么卫联的压力对抵制这些侵山是必需的；屯然｀

工联应该永远记仕 “1 人阶级的最后解放，也就足最终悄灭［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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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在论证时｀呫克思昢入了大 hl 《资本论》手稿中的材料，特别

是他的剩余价估理论｀在这甲足第一次做公开阐述。尽管委员会中有几

名成员炬把这份渍讲内容刊印出来｀但马克思犹像了：考虑到把韦斯顿

、11 作敌手片不是－件值得高兴的韦、而fl 也不愿意分散他的伟大作品的

出版最终给人的印象？7.

对咭克思在总委员会中地位的第 次真正威胁足在 1865 年底，马志尼

的追随者绝不原谅为克思如此大幅度地修改他们成立宣言的第一稿，尤具

反对马克思思想中的＂阶级“特征c 咱克思在给表妹南尼达·菲力浦斯的

一封信中叙述了这件小：

当我...…没有出席国际协会中央委员会的时候，马志尼费了很大的

劲掀起一种暴乱来反对我的领导。“领导“从来就不是令人愉快的事，所

以我绝对不去追求它。我一直记着你的父亲关于托尔贝克说的一句话：

＂赶驴子的人总是被驴子憎恨的。”...…马志尼这个自由恩想和社会主义

的死敌，非常嫉妒地注视着我们协会的成就……他......在几个英国工人

中进行阴谋活动，挑起他们对“德国人的“影响的嫉妒心......他在这方

面做得十分起劲，因为他非常讨厌我的原则，在他看来，这些原则体现

马克思把所有的国外书记召集到他的房间中气实中力旧反对马志尼的

追随者（他们从此放弃了与国际工人协会的一切合作），回击他们的指

贞 u 39 1866 年 9 月．由克思被提议为总委员会主席、但他谢绝了，因为这

个职位应由体力劳动［人来担节．最后奥哲尔节选f～从一开始，马克思

就认为关国足国协 L人协会的关键。囚协［人协会建立几个月之后，他写

信给库格曼说：“我倒丿］分愿意通过＇国际协会＇在这里进行我的宣传活

动 G 这对英国无产阶级的影响是直接的和极为重要的。',I 40 

在总委员会中，马克思的正式职贞足德国通讯书记。但是尽管他认为

在德国扩大国际工人协会影响很屯要．在第一年他却几乎没有为此做出努

力。拉萨尔死千国际丁人协会建立前的儿个星期、他的党、德国唯一存在

的劳动组织——全德 r一人联合会出现了领导人的问题，以及关了党的某权

纠织和党对俾斯女政策的态度的争论 这个党并没有充分联合起来对国际

L人协会采取一种立场｀直到J. B. 冯·施韦译（一名具有天赋的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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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世家，该党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 1866 年领导该党 马

克思对拉萨尔遗留下米的财产长期怀有利霖深的厌恶、一“无产阶级的

黎塞留＂｀他想把 l 人阶级出卖给俾斯麦』 41 ,'亳尤疑问”，他在信中给施

韦泽写逍，“拉萨尔关千普竹上政府会实行｀社会七义． 「涉的不幸幻想

将使人大失所组。巾物的逻钥必然如此。 {H足｀ L人政党的荣誉要求它自

已甚至在幻想被经验驳倒以前，就抛介这种空中楼阁 C 工人阶级要不足革

命的，就什么也不足”420

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后的第－年中，恩格斯曾谈到柏林的李卜克内西、

说他足“我们在德国的咱一可节的联系 ”41. C 虽然李卜克内西使成立官言

得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但山千他要艰难地维持家计．而日由于

受冯·哈茨费尔特的委托，答应撰马拉萨尔儿平［们把自己fl F嗳昧不阴的

立场．他几乎没能做更多的 'l i '1儿， 1866 年 7 月李卜克内西被驱逐出忤售士．

马克思失塑地写信对恩格斯说：“他......个能在德国为国际协会建立一个哪

怕只有六个人的分部“:A4

仵柏林发展国际丁人协会可能足异常困难的，因为马克思与全德工人

联合会的关系不久就濒临破裂L 在国际工人协会建立之前，夺卜克内西和

克林格斯在佐林根建议马克思担任全德工人联合会上脱职务。马克思斤始

的时候拒绝．后来义回意」7 ，虽然决定如果被选举 I· 了但也不打算公开担

任这一职务 如果页足这样，“那就会足一次反对普彴t政府和反对资产阶

级的很好的党的示威”45 J <l但足、拉萨尔的遗嘱任命伯恩哈特·贝克尔

（他巳经f丁使达种权力（）为七席 3 这份遗呱在选举的前几天公开f，马

克思的努力彻底失败了；甚至在佐林根那电他也没有获得支持票J但马克

思仍然敦促他在德国的一些柜识保址全德上人联合会在 l2 月份大会L加入

国际工人协会，在给恩格斯的堂兄弟卡尔．济贝耳的信中．他写道： "...... 

要全德工人联合会加入、只是适应开始时的盐尝，即为f反对我们这里的

敌人 这个联合会的整个组织是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的．以后应当予以

摧毁＂”

11 月，李卜克内西向马克思、恩格斯转达『施书洋的邀诮，希望他们

为《社会民t党人报》撰稿。马克思的第一篇稿子（除f成立宣言）是为

普fi·东写的长篇i卜告，其中充满了矛盾的·怕感 在文中．他复述了《哲学

的贫困》中的一些观点｀并考虑到全德工人联合会在德国的立场，批评梓

鲁东显然是“与当权者妥协”:471 －然而，马克思和施 l°3泽之间的关系很快

变得紧张：《社会民卞党人报》忠实千拉胪尔的估条，似乎在直接与国际

工人协会对抗．~它刊登f赫斯召巴黎的 篇文汽，文竞平复了托伦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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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朋友们足波拿巴的代理人的谣言 C 马克思极为愤怒，虽然施书泽同意~J

李卜克内西负责有关国际_[人协会的一切材料，但马克思最后还是中止了

与他的合作．井对施韦泽向俾斯麦政府让步予以强烈的谴贲 如果马克思

关千全德工入联合会的设想会产生某种结果，那会是一件令人惊讶的 1t

因为他活跃于德旧的时间超过 IS 钉之久伈,.,但他在那甲的亲密朋友和支

持者屈指可数

起初，国际T人协会在德国南部并没11 取得很人的成功。叶李卜克内

西到萨克森时．他在那里为国际T人协会所做的'Ji并不比他在柏林做得更

多 在萨克森有可能进行活动的叶｝一政党是德国［人协会联合会，这是一·

个山几个自山派人民党组成的松散联盟， E要是山 F反对普鲁士而结合在

一起，没有中坚领导人，仕会主义性质极少 此外．这里的政治气氛还受

着即将爆发的普奥战争的支配c 李卜克内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信中都曾

用尖刻的称呼提到他）愿意帮助国际丁＿人协会（实际上，很明显是受到马

克思人枯力队的威慑），但政治形势已经不允许这样做了 马克思为正好是

他所负责的地方缺乏活动热悄而感到困究，向总委员会大为夸大了（如果

不是公然的不真实）国际工人协会在唯国的进展 那时，在德国为国际工

人协会工作最富有成效的人是老仕会卞义者约翰·菲力浦·贝克尔勹:4“ 在

国际 L人协会创汀时，贝克尔积极地在瑞 l·从他的根据地门内瓦招壮成员。

1866 年底，贝克尔孔咭克思的鼓励下．至少(「 12 个城市创建了国际工入协

会活跃的分部｀并在 1867 年使之形成「－今个以「l 内瓦为中心的组织良好的

”说德语的分部“L

即使在那些进展相对缓慢的年代里，尤具是由f德国无产阶级缩短社

会历史中的“资产阶级”f上会发展阶段的能力，，占克思仍然像叶初一样深

信德国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革命领导者的天职。在这种背景下，他 l867

年 2 月在德意忐工人教育协会 27 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特别令人感兴趣。据

记载，他在演讲中把德国革命的优越性门为三个因求：“德国人已经从宗教

无意义的说教中获得了巨大的自巾；他们不必像具他国家的工人一样要经

历冗长的资产阶级运动；他们的地埋坏境将促使他们对东方的原始落后状

态宣战，从］为所有反对西方的反动力从郘来自亚洲。”so

法国仍然是欧洲社会主义的中心，国际 L人协会在这里获得了相当的

进展，但由千其内部的以及与总委员会的意识形态争论而受阻 法国有两

个曾作为国协工人协会成寸大会代表的独立派别：托伦领导的蒲彴东的追

随者以及勒弗尔和勒·吕贝领导的激进共和党人 蒲鲁东主义者希望形成

以了人为压倒性多数的纯梓的工联运动，而激进共和党人主要是中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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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礼政治件目标。山于蒲和东 l；义的追肋者 l．荌足店上、衣民和手工业者，

所以他们认为合作机构、信用建制和保护性关税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极

其怀疑一切中心化倾向和罢工行动［冲突什浦们东七义者翻译官言音程时

就开始厂在古称＂囚此T．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伟大的门标．－－切政治运

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这个目标”,1 I 这样的关键性的句广中．俜旮东 k

义者删掉f”作为手段“这几个字、这就给人达样．种印象：政治活动是

某种完全次要的东西。共和党人认为这等f向波拿巴卞．义妥协。蒲仵东i·一

义者回应说．唯有 I人才可以在 T人的组织中任职，而勒弗尔是国际「．人

协会在巴黎的新闻代理人，因此应该辞职。勒·吕贝（作为法国书记和在

伦敦的法国工人的杰出人物，不轻易接受总委员会权威）被派去调杏估况，

很自然地写f一份支持勒弗尔的报告 c 但是．托伦到伦敦来亲自处理这件

书。总委员会中英国成员对法同人这种意识形态上的争吵迷惑不解．也感

到厌倦；鉴 F'' 勒弗尔（文人，而 1l足个钉财产的人即｀资产者＇，但是

这是－个最纯洁的人，并且就芙丽的认门来说、是我们协会的直正的奠基

人）站在一方面．而托伦、弗里布尔、利穆津等等即「．人站在另一方

面”52i，马克思希望双方都在国协 L人协会内部解决已然而，托伦使问题

激化了．在－ ·次长时间的、激烈的讨论之后（按照咭克思说法，这次讨论

“特别给英国人留下了一种印象：法国人的确需要一个波拿巴””），总委

员会被迫批评了「人方面 勒弗尔被除去节前职务，勒·吕贝辞职，同悄

法国共和党人的宙忐尼的追陆者们砓终也退出（，＇

.(I-1865 什的伦敦会议、 1866 I I 内机会议和 1867 年洛桑会议 L，正是

这些油仵东的法国追随者成f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主萝对手。国际工人协

会第一次大会计划 1865 年秋天在布仵塞尔召开。但马克思为当时流行的理

论混乱而担忧，他说服总委员会在伦敦召斤f．次秘密会议，认真准备来

年日内轧大会的议程，，这次秘密会议除 r英国和法国之外．只有比利时和

瑞士两个国家出席。会议主要讨论组织 K的问题、法国代表在会上提出了

他们所悄的“普遍选举权”问题，即所1J的会员应该有权参加会议并投

票。这项极端民仁的提议由于遭到英国人的强烈反对而受币挫。会议其余

时间都用千为即将召开的会议起汴议和、其巾最币要的争论就是波兰问题，

它曾在创建国际工人协会中起过作用．所 h 早期会议的议程都和这·问题

有关。在年轻的比利时人代表德·佩帕的带领下．大多数法国人对支持波

兰独立、反对俄国专制的决议引言表不反对．因为它只对波竺工人阶级有

益，而专制忑要从总体上加以谓贞。这·反对恁见被多数代农否决，气釱而

法国人确实成功地保证会议议程包含（关J二国际信用团体的形成以及“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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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观念＂的决议 '54]

波兰问题 1866 年在总委员会中又被早早地提出来 在新近成立的伦敦

国际工人协会法国分部的支持下，要努力达成与伦敦会议和反的决定，马

克思智胜了这一企图，并得到f恩格斯的支持 恩格斯在与国际工人协会

的关系上是第一次露面，他为《蜂房报》之后的总委员会机关报一《共

和国》写了三篇文章，题为《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 普奥战争还

带来了马克思称之为＂蒲鲁东派的施蒂纳思想””的泛滥，当时拉法格

（他不久成了马克思的女婿，但随后受到蒲鲁东的影响）提出一切民族特

性甚至民族本身都是“陈腐的偏见“已在蒲鲁东主义者吞来－他们在这

里直接反对了拿破仑对民族复兴的鼓励一一一切国家本质上是被焦中化起

来的，因此具有专制性，带来诸多战争，还与蒲鲁东追随者代表的小规模

经济利益相反 马克思嘲笑了这种观点，正如他伟诉恩格斯的：“我在开始

发言时说，我们的朋友拉法格和其他废除了民族特性的人，竞向我们讲

＇法语＇、就是说，讲会场上十分之九的人不懂的语言，我的话使英国人大

笑不止 ”I 56] 。

在日内瓦会议上．大多数代表－约六 1 人中就有 33 入一是法裔瑞

土人，还有一个法国大代表团。为［迎桵米自法国入的不可避免的挑战，

马克思（只有国际工人协会最后的 1872 年悔牙入会马克思才亲自参加）为

总委员会代表起草了详细的指示，上要限 l.:.” 这样儿点，这几点使工人能

够直接达成协议和采取共同行动，而对阶级斗争和把工人组织成为阶级的

需要则给以直接的滋养和推动”57 。会议议程大部分是关于社会问题的

马克思的指示强调了在反对资本的斗争中工联的必要性，以及工联在未来

的角色，即“在实现其彻底解放的忤遍利益中作为工人阶级的组织核

心”[ 58] 。这些指示被法国的一份以开义和“互惠”为最终目标的提议所修

改。法国人还反对总委员会关千 8 小时工作日法案，因为他们不相信国家

可以作为改良的中介，但他们没有成功 马克思关千童工是“进步的、合

理的、合法的趋势””，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扭曲而令人深恶痛绝”,

这一论述没有遭到反对。蒲告东主义者则使一项限制妇女劳动的修改决议

得以通过。

马克思认为，常备军最终应由“人民的普遍武装和对他们使用武器的

普遍引导“I 60] 来取代．这一观点也在毫无异议的情况下获得了通过 他还

指示，关于国际信贷和宗教观念的问题应”留给始作佣者法国人＂。波兰问

题又一次不可避免地被提出来，马克思的观点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因为法

国人出台了一份引入注目的反对决议，上面写道：“我们，自由的坚定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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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反对一切专制。我们强烈谴责俄国专制的机构和仕会倾向，因为它不

可避免地导致最野蛮的共产主义形式 但足｀作为 个经济会议的代表，

我们认为我们应该在波兰的政治重建问题七不发表任何意见。，心11 蒲鲁东主

义者并没有他们所谓的马克思的＂恐俄症”，也没有石到与其他事情相比，

俄国专制为什么更应该特别地受到谴责。大会最终采取了由贝克尔提出的

折中解决办法，这个方法与法国人的提议更为接近．对马克思来说就意味

着失败。在关千组织的讨论中，托伦又一次提出：唯有工人才可以成为大

会的代表。克里默反驳说，在英国很多事悄更应归因千中产阶级，“在那些

成员中间”，他补充说，“我只捉－个人一马克思公民，他把自己的一生

都投入到了谋求工人阶级的胜利之中。”,•2] 马克思曾对门内瓦大会怀有巨大

的忧虑，但正如他在给库格曼的信中所写的：“从整个情况看．结果比我预

期的来得好”·“lo

三 国际工人协会的顶峰

1867-1869 年间，随着洛桑、布鲁塞尔和巴塞尔的三次会议的召开，

国际工人协会的力见和影响达到了顶点。洛桑会议再度成为法裔瑞士人的

栠会。马克思太专许千完成《资本论》（第一卷），以至于不能花更多时间

来准备会议，法国大代表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成功地促成了一项关

于国家教百职责的折中决议；在有关比利时促使铁路和其他垄断行业国有

化的决议的问题中，他们只同意“社会所有“这一用语。蒲彴东主义者支

持农民所有权，关于土地国有化的讨论不得不推到来年，关于合作和信用

方案的决议也是受了法国人的启发。使马克思和法国人联合起来的一个间

题是如何答复和平与自由同盟的邀请；和平与自由同盟是一个半和平主义

者的国际组织，得到了各种不同的人的支持，例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维克多·胡果、赫尔岑、加里波第和巴枯宁。在国际工人协会开会的同时，

这个同盟正在瑞士召开会议、并邀请代表们出席。在总委员会上，马克思

强烈反对与这个“无能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团体有任何联系，洛桑的大

多数代表赞成与这个同盟合作、托伦则设法使包括了这样观点的声明被接

受：战争只有因为财富公平再分配而建立的新社会制度而终止。该同盟非

但没有发现这种观点令人不快｀还热悄地接受了它，但没有寻求与国际工

人协会的任何进咕步合作。

英国当时的T业动荡以及 1867 年改革法案的通过．把公众的注意力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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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了工人阶级运动上，洛桑会议被英国媒体广泛地报道。马克思乐观地

给恩格斯写信说：

事情在向前发展着，）在下一次革命到来时一—它也许会比表面看起

来到来得更快些－—一我们（也就是你和我）就将把这个强大的机器掌握

在我们手里 请把这一点同马志尼等人三十年来的活动的结果比较一下

吧！而且我们没有经费！此外，在巴黎有蒲鲁东主义者的阴谋，在意大

利有马志尼的阴谋．在伦敦有怀着嫉妒心的奥哲尔、克里默和波特尔的

阴谋，在德国有舒尔采－德里奇和拉萨尔分子！我们可以十分满

意了！ Pl 

然而有关总委员会的事情却远远不是那么顺利。英国人对埃卡留斯在

《泰晤上报》上关于洛桑会议的报道的居高临下的语气强烈不满，马克思

义一次反对了英国人，维护了埃卡留斯 奥哲尔带来的麻烦一直存在，直

到马克思取消了他的主席职务，他的影响才得以清除。伦敦的法国分部造

成了如此多的困扰，以至于马克思有一段时间认真地考虑要把总委员会的

会址转移到口内瓦，直到恩格斯提醒他想起］ 851 年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总部

迁往科伦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才把他劝止了 C

在英国，国际工人协会失去了前进的动力， 1867 年后，几乎就没有进

展了：几乎没有新的工联加入，也没有在重工业工人中取得突破。总委员

会甚至因为债务从办公地点被赶出来，当马克思意识到改革同盟只不过使

得英国工入阶级的领导人分散了对国协工人协会的工作的注意力时，他对

千改革同盟的热情逐渐消退了』然而爱尔兰也是一个问题，它确实牵引了

英国工人阶级领导入以及马克思的注意力，让整个马克思派别都为之吸引。

芬尼亚组织的恐怖分子在 1867 年秋很活跃，政府用一种显而易见的专制手

段来对付它，马克思代表他们起草了一份建议，提交给英国内政大臣。他

还在总委员会上发表了演说，叙述了爱尔兰幼小的工业被毁灭的历史以及

为英国人的利益而做出的农业上的牺牲 马克思对恩格斯解释说，总委员

会中的英国会员没有认识到的是， 1846 年以来，英国人不再希望以罗马的

方式对爱尔兰实行殖民统治一像他们从伊丽莎白和克伦威尔时代以来所

做的那样一．而用猪、羊和牛来代替爱尔产人。笫二年，马克思谈到在

这一点上他的观点如何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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羲长攘以来就认为可能借英国工人阶氧运动的高溉来掾瘤缠治爱尔

兰的制度；表在《纽约论坛撮）上总是维护这种观点。但是表更濠入地

研究了这个问是以后，现在又得出了相反的信念。只要英国工人阶氧没

有摆脱爱尔兰，那截毫无办竣。杠杆一定要安放在爱尔兰。因此，爱尔

兰问题才对薹个社会运动有这样重大的意义。心）

解决的办法在于爱尔兰自治、土地革命和保护关税。马克思还在德意

志工人教育协会上发表了同样内容的演讲，他写信对恩格斯说，只要有可

能，他就很愿意这么做，因为他的拥使得只有站符才是唯一可以忍受的

姿势仁

和在英国停滞不前的情况相反．国际上人协会在大陆获得了长足的进

展，尤其是在作为不同国家的了联之间的联络组织．支持彼此的罢工方

面－这一活动最初是在英国获得成功的，•英国工联的对巴黎铜业工人的

经济援助使他们取得了罢工的胜利，于是国际工人协会在法国的名声大大

提高。不久之后，一个自称为“实证主义无产者”的巴黎人团体申请加入

国际协会，在马克思给总委员会的提议下得到了批准，条件是他们只能称

自己是“无产者”，囚为“孔德七义的原则是同我们的章程直接抵触

的＂ 661 国际工人协会还在为日内瓦建筑上人和巴塞尔纺织工人提供帮助

上发挥了作用；由于这是一个罢工高涨的时期，所以它获得了远远高出它

的实际影响的名声勹在德国，李卜克内西直到 1867 年底仍然没能进一步推

进国际工人协会的口标：除f他缺乏组织能力之外，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

还没有准备好接受社会主义的思想，反普售」－主义仍然是＇匕的、也是李卜

克内西的主要关注点已但是到了 1868 年初，形势朝着有利千国际工人协会

的方向发展了。一位天才的组织者－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的主席倍倍尔，

感到联合会需要一个更为可节的纲领；李卜克内西行到施韦泽重新给马克

思的建议对于自巳产生了威胁；拉萨尔的全德工入联合会在面对俾斯麦与

自由主义者联合的问题上逐渐“左”倾，由于这样的一些事实，国际的工

作变得相对容易了。贝克尔通过他的说德语的支部的网状联系奠定了稳固

的根基。[671867 年在整个欧洲大陆｀国际 T人协会的规模、成功和威望都

获得f稳步发展。

结果就使马克思深信，一定会在布鲁塞尔与蒲鲁东摊牌。他写信给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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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斯：“在下次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我将亲自置这些蒲台东派的蠢驴们

于死地。在我的书没有出版和我们的协会没有扎下根以前．我用外交方

式进行这整个事情，而不愿亲自出面。 ”{68. 布鲁塞尔大会是国际工人协会

开的时间最长、出席率砐高的一次大会，确实是蒲旮东思想衰落的一个

标志。会议公开讨论并通过了万一爆发战争就举行总罢工的提议．虽然

马克思把这种想法当作“比利时人的愚蠢”而拒绝接受一因为“工人

阶级还没有充分地组织起来，还不能对韦变进程起某种决定性作用 “69'u

关千和平与自由同盟进一步的出路，大会的回复是其会员最好解散自己

的同盟，加入国际工人协会。大会接受了罢工是工人阶级施压的合法武

器的观点，还采纳了一项由埃卡留斯代表总委员会提出来的关于机器的

影响的提议，用《资本论》中的大段引文加以论证。这项提议是由马克

思起草的，概述了他已经在《资本论》中发表的机器的矛盾性质的观点。

马克思以前在草拟布鲁塞尔会议议程的总委员会上曾详细地论证过这种

观点。 I 10 蒲售东主义者关千自山信贷和交换银行的提议被返回到各分部

研究。最为重要的是，大会采纳了－项要求土地、铁路、采矿以及森林

的某体所有权的提议。马克思对大会的结果特别高兴：有一项被通过的

决议特别赞美了《资本论》，认为＂卜尔·马克思作为第一位把资本置

于科学分析方法之下的经济学家、具有不可估队的贡献””。在大会之

前和大会期间．马克思给总委员会的代表埃卡留斯和列斯纳的指示定下

了大会的基调，而庞大的比利时代表闭的大力支持使之提升了。马克思

曾为之奋斗的主要有两点：生产资料的公有和工人阶级政治行动的必要

性，这两点都成了国际［人协会纲领的一部分。《泰晤士报》刊登 r埃卡

留斯两份详细的报告。尽管马克思对埃卡留斯在报逍中关千机器的争论

部分忘了提及《资本论）很恼火，他还是热情地给在美国的迈耶尔写信

说： ＂《泰晤上报》丢掉对工人阶级的嘲笑腔调而｀ I 分＇认真地对待他

们，这是破天荒第一次“;7210

1869 年的巴塞尔大会是国际工人协会的顶点，它巩固了对蒲鲁东主义

者的胜利，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还不具有危险性；它还是一次最具有代表

性的大会。第一次有德国代表团参加 施韦泽恢复了与马克思的通信。

1868 年秋在汉堡召开的全德丁人联合会热悄地赞扬了国际工人协会和马克

思 C 这样，李卜克内西被迫声称他亲自说服了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在

1868 年 9 月的联合会大会上采用了国际工入协会临时立程引言的前四段。

以此为基础｀李卜克内西接若试图使马克思发表对自己有利的言论，谴责

施韦泽。马克思拒绝了，他仍然认为李卜克内西对国际工人协会缺乏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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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实上，德语分部的贝克尔小组在代表国际［人协会方面更为积极了 马

克思总结了自己对李卜兑内西和施韦泽的态度：“总委员会就其地位来讲，

防该采取中立态度 r 队］此，是否冉等多下更好 ·1 即等到：第一，施韦泽的

农演毫无成果暴森得更明显的时候；第二，李卜克内西等人能够真正有所

组织的时候 ”[73 这种校棱两司的情况最终明朗了：施书泽为了巩固自己的

领导地位，被迫与哈茨费尔特重新联合、这一步使得全德工人联合会中更

具自山思想的成员大批地离L-。这些人在 1869 年 8 月的爱森纳赫大会上，

和博围 L人协会联合会一起创建『社会民主 I人党、片派包括李卜克内西

在内的 12 名代表参加（巴寒尔会议。

这次大会以决定性的多数重申了什jf1塞尔大会关 r土地国有化的决议，

这一点对马克思来说午关币荌，因为土地回有化足爱尔兰民族获得解放的

“首要条件”｀马克思认为它具有特别瓜要的意义＇741 巴枯宁支持这个决议，

这是他在大会上第一次油面。他还支持了总委员会的一项提议，即总委员

会在下次会议做出决定前，应该有权暂停任何－个违背国际上人协会利益

的分部．这项提议不久就被用来反对巴枯宁本人。他还尽力说服总委员会

废除财产继承权。正如竹总委员会中所讲的．乌克思认为第一项任务是要

改变社会的经济机构，继承法足 个结果，面不足原因，关千这个具体问

题，站在巴枯宁·边的大多数人一虽然没有达到法定人数的 2/3 普遍支

持他的观点，反对总委员会『

财产继承权只不过足巴枯宁在意大利和瑞上鼓动的许多观点中的一个，

1861 年他罗曼蒂兑地从西伯利亚逃离之后，最近几年一直在意大利和瑞士

活动 巴枯宁没行一个很有条有理的头脑，但是当他确实要表述他的观点

时，常常和马克思的思想相对立：他反对任何的、一切的国家政权的表现

（他认为马克思的观点是“独裁的共产主义”），他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任

何集中形武，反对与资产阶级政党的．切合作。马克思则认为新社会要从

旧社会的胚胎中汲取代｝和因此新旧礼会之间就存在某种连续性，而巴粘

宁则深信要彻底摧毁现存扎会的一切力面。丐克思认为国际工人协会的历

史是“继续反对宗派仁义的斗争” （主要指蒲彴东主义者、拉萨尔派，最

终也包括巴枯宁的追随者几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宗派主义的发展和真正

工人运动的发展总是成反比。只要工人阶级还没有成熟到可以进行独立的

历史运动，宗派足有共（朸史的）理由的…...可是，在国际的历史上还是

币复了历史上到处出现的东西。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

恢复和巩固＂t六）

在俄国和意大利任何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运动都不可能的背景之下，巴

377 



，占克思传（彷 4)版）
Karl Marx, A B io graphy 4E 

枯宁发展了他的思想，这足具有正罗意义的．而马克思首先考虑的是德国、

英国和法国 在国际 L人协会初期，马克思和巴枯宁之间的关系还是友好

的。巴枯宁 l864 住在伦敦拜访了马克思，呫克思认为“我很喜欢他，而且

比过去更荨欢……他是十六年来我所见到的少数几个没有退步、反而有所

进步的人当中的·个“701 。到 1868 年年底．巴枯宁在和平与自由同盟中已

经很活跃，由千该同盟不接受他废除练承权的思想而从中退出。一退出他

就创建（社会主义民 L同盟，接首这个组织就申请加入国际工人协会 马

克思第一次听说这个组织，就认为它是“死胎｀，（？l •不过恩格斯更为他试

图建立“国中之国 ”(78) 而扣忧－总委员会没有接受该同盟的申请．因此这

个同盟就解散了，并砐励它的各个分部加入国际 L人协会。虽然马克思极

端蔑视巴枯宁起草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纲领＂．但总委员会还是接受它

早就拟议的加盟，条件足在纲领中去掉“阶级平等”而代之以“消灭阶

级” 即使如此． H 内瓦还是争吵不断，什那里国际工人协会的地方支部拒

绝接受该同盟为一个成员纠织＾

巴枯宁的思想在意大利和西班牙钉匕大的影响，这些思想在法屈瑞士

和法国南部产生（某种冲上．参加人会的比利时代表团在很多间题上更倾

向十巴枯宁的观点．而不是冯克思的，但是．认为巴枯宁实际上在国际上

人协会内组织了一个反对派｀这样的观点是非常不正确的。社会上义民主

同盟并不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政党，它更接近 F这样一种状况，即它只不过

是．个巴枯宁用 F他的全部朋友、熟人和通信者的名称而已 c 巴枯宁并无

心挑战马克思．尽管他被马克思的合作者李卜克内两和赫斯恶毒地指责为

俄国间谍J当赫尔岑鼓动他挑战马克思时、他回信说马克思是一个“伟

人”,”在社会t义的事业中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他已经用智力和精力公正

尤私地为此［作（将近二 I· 五年。在这项韦业中，亳无疑问他超过了我们

所有的人”一

他接着写追：

马克思对千协会的影响毫无疑问是非常有益的。直到今天他一直对

他的党有着明智的影响力。他是社会主义的最为坚强的支柱，是反对资

产阶级思想和意图侵蚀的最为坚固的堡垒。如果我仅仅为报复他，而曾

努力破坏或削弱他的有益影响的话，那我绝不能原谅自己。(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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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后他写信给马克思说：“现在我的祖国足国际工人协会，您是它

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囚此亲爱的朋友，您石到，找是您的学生，我以此

为荣。叶81 J 

然而在 U 内瓦｀山巴枯＇宁的追陆者控制的《平等报》斤始攻击总委员

会，建议它从伦敦迁往 II 内瓦）总委员会的回应由马克思起草，并在说法

语联合委员会 k宣读，强调f总委员会在英国领导革命运动的必要性：这

对千大陆运动的成功打至关币要的作用；如果仅仅凭借自己的资源，英国

的运动就会失去一切原动力。在接卜一米的 3 月份，马克思（他一直更为强

调巴枯宁的被指控的阴谋诡计｀而不是他的思想）给爱森纳赫党的布伦瑞

克委员会寄去了同样内容的函件，并附加f －份材料令押击巴枯宁是彻底

的阴谋家和谄媚的寄生者 虽然这场争论在以后几年中一直支配着国际工

人协会．但节时它还个是－个上要因素。

如果说 1869 年是国际 l．入协会的力社和影响发展的顶峰的话，那

么它有多大的护要性｀面i咭克思又发挥f什么关键性的作用呢？'12 很

多同时代的人认为国际丁人协会的影响力是巨大的：《泰晇士报》认为

它有 25 万，县至入约 50 片的追随者，该报还报逍说国际工人协会可

控制的资金达数百力英磅－这当然足夸入其词。 1869—1870 年，总委

员会的收入大约是 50 英镑。总委员会的确从一个国家的工联贷款给另

一个国家的工联｀尤具是用千支持罢工．但它本身却经常为一些小的

债务而烦恼。

至f它的成员，平要的是要记住，与后来的第之、第三国际不同、第

一国际允许个人会员组成地方支部，地方支部反过米又在全国性的同盟中

联合起来勹关国到 1870 年底为止，个入会员总数不超过 254 人；德国到

1871 年为止．彴 58 个支部｀会员总人数 385 人；法国在 1870 年有 36 个地

方支部；意大利在巴黎公社后．国际上人协会的会员增加 r, 但没有正式

的组织形式，其会员总数也不会超过几千人 巴塞尔大会的西班牙代表声

称有 20 000 名会员。据说美国有 30 个支部． 500 名会员。但是任何一个熟

悉这种松散组织形式的人都会知道，其领导人会多么地倾向千夸大它的会

员人数．甚至提供的这些人数本米就不会缴纳会费一—否则总委员会就能

解决所有的财政困境，，

我们可以在国际 L人协会会员的不同组织形式中发现这些较为庞大的

数字的某种基础： T 会的加入和政党的加入““英国由I联加入的总人数

是 50 000 人左右（节时的潜在会员数大约足 800 000 人）。法国在罢工期间

由千国际工人协会的帮助，可能有庞大的会员人数C 在德国，虽然联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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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法律所禁止，但是全德工人联合会和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都声称它们

坚决拥护国际工人协会的基本原则。在芙国．全国上党联盟官称为百万工

人代言，声明自己坚决拥护国际工人协会的基本原则的。但是在所有这些

国家中，这种承诺是情感上的｀并没有严密组织形式上的、思想学说上的

或者（除『英国）财政上的联系和支持＜

即使在英国、重要的工会领导人很多在总委员会中任职，并与马克思

有若密切的联系，他们制定工入阶级的政策，但没们提到国际工人协会。

工会领导人对马克思的智力天分有若极为深刻的印象，在处理有关欧洲大

陆的问题上，他们的支持给了马克思和总委员会以极大的威望，英国人对

这些问题只足有微弱的兴趣。但是节涉及本国的事悄时，国际工人协会的

影响就变成外围的了~ 1867 年后尤其是这样，屯时随着芬尼亚主义威胁的

消失，在爱尔兰行何改变现状的希望似平也失去了，改良运动的成功使得

工会领导人在要求上也具有较少的革命性，，马克思仍然深信，正如他在从

1849 年以来所深信的，如果没有类似千英国的运动，欧洲的革命不可能成

功 但是，在国际工人协会甚至不能成功吸收新的J__联之外，他也越来越

没有办法给加入进来的英国工联主义者 1忭输＇｀社会主义理论和革命特性”。

1867 年之后，只有三个新的工联加入进米。国际上人协会这种动力的丧失

是巾于它不能吸引重工业 L人一它在除了比利时之外的所有国家都是这

样。在英国它处千不利地位，因为中心机构设在伦敦而大多数重工业都集

中在了北部工丿一书在那m r．人安心 F 自己的技术优势，不像手工工人那样

认为受到了大陆方面的威胁。总体讲米、国际上人协会的会员中手工业者

比了厂无产阶级人数要多。

在德国，尽管爱森纳赫派坚持国际 l 人协会的基本原则．但是德国的

政治形势阻碍了与总委员会任何严肃的合仵口《合并法》 (The Comb inal ion 

Laws) 的使川变得越来越严，无论如何．布伦瑞克的党的执行委员会和

莱比锡的李卜克内西，都更多地关注建立与拉萨尔派对立的爱森纳赫党

马克思往德国免费发 r几百张会员卡，而人棍也只能做到这样了。此外，

贝克尔在许多方面曾是国际J：人协会在德国的极为可靠的联系，对爱森

纳赫党的形成己没有很大影响了。恩格斯后米在总结这一情形时，解释

说：“德国上人党同国际的关系始终足不明确的。这种关系纯粹是柏拉图

式的，甚至个人（极少数例外）也没才口E八会籍，而建立支部又为法律

所禁止...…实际上，这些人竭力企图使国际服从千德国的特殊目的＂ 184 0 

马克思的通信表明了在支持国际工人协会方面，他对李卜克内西的影响

是多么的无能为力．对其他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更是这样了。当然，他关

380 



饥七部分 国际工人协会．

于活动策略的建议是受到重视的，人们总是征求他的同意，特别是随着

《资本论》的出版和再版他的一些早期著作的要求被提出、他的威望提高

之后。但是他具体的思想在德国几乎没有影响，这种影响在他去世之后

才开始。 85.

虽然法国人是国际工人协会的创立者之一，并且显然是最强大的国

家支部，但他们几乎不受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影响。他们从来不做任何

常规的捐助，并且对伦敦的本能反应是某种不信任 马克思不能反对像

托伦这样的蒲鲁东主义者，而甚至当瓦尔兰开始取代托伦成为国际工人

协会在法国的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时，他的思想中仍有太多无政府主义

的东西，认为可以轻易地与总委员会合作。

虽然国际工人协会是一个国家团体之间的非常松散的联盟，每个团体

的政策都更多地根据地方利益而不是考虑到总委员会，然而马克思却理性

地对前 5 年的工作感到高兴。最巫要的是，蒲鲁东主义者在土地国有化的

决议中曾被决定性地击败；和平与自由同盟的挑战被击退；作为帮助罢工

者谈判的结果，国际工人协会如果说不是在财力上，那么就是在威望上得

到了极大地提高；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终千官称他们拥护国际工人协会

的基本原则；最后，总委员会曾使自己对地方支部的权威提高了，至少大

体上到巴塞尔大会为止是这样。即使如此，国际工人协会也是一个太脆弱

的组织，以至千不能经受普法战争的风暴。

四 普法战争和国际工人协会的衰落

总委员会决定在巴黎召开 1870 年的大会，但国际工人协会遣到法国政

府越来越多的迫害使他们把会议地点改在了美因兹。然而在大会将要召开

的前两个星期，拿破仑三世（俾斯麦粘心编写 r 一份特快专递电报，有谋

略地给拿破仑三世以裕意的侮辱）向德国官战了。国际工人协会巴黎分部

立即对战争进行谴责；在德国观点有分歧｀但大多数社会主义者认为战争

是防御性的：拉护尔派在德意志（魏玛）共和国国民议会（德国国会）中

投票支待战争贷款；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由千决定弃权而被孤立 马克思

起初好像是同意夺卜克内西的立场－~虽然他吞到了德国胜利的有利条件，

因为他认为德国的“社会运动”比法国”成熟得多”。在李卜克内西弃权

之前，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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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是该受鞭打的。如果普鲁士人取胜，那末国家权力的集中将

有利于餐国工人阶级的集中。此外，如果德国人占优势，那末，西欧工

人运动的重心将从法国移到健国。只要把 1866 年以来两国的运动加以比

较，就可以看出，德国工人阶级在理论上和组织上都超过法国工人阶级。

它在世界舞台上对于法国工人阶级的优势，同时也就会是秉们的理论对

千蒲鲁东等人的理论的优势。(16]

1870 年 7 月 23 门，即战争爆发的第四天，总委员会签署了由马克思起

草的第一篇宣言，，宣言的开篇摘录了法国分部的声明．宣布这场战争是纯

粹王朝性质的。宣言作f预言：“不管路易·波拿巴同普鲁士的战争的结局

如何，第二帝国的丧钟已经在巴黎敲响了＂＂？．接着马克思宣告，就德国

方面来说，战争是防御性质的，但他诏贡了裨仓士，因为它通过在德国建

立一个虚假的波拿巴上义王朝怂患了战争 宣言悴告说：“如果德国工人阶

级容许目前这场战争失去纯粹防御性质而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那末

无论胜利或失败，都同样要产生灾难深重的后果”(88 c 但是马克思继续乐

观地写道： ＂…...国际的原则在德国工人阶级中间得到了很广泛的传播，并

扎下了很深的根，使我们不必担心会发生这种悲惨的结局。”这里不可避免

地谈到了“俄国的阴森形象”，，官言充满信心地得出结论：法国和德国工

人之间的友爱互助将证明，“同那个经济贫困和政治昏眼的旧社会相对立、

正在诞生一个新社会，而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因为每一个民

族都将有同一个统治者一劳动！ ”89) 总委员会对事件的过程不可能有重大

的影响，但是这篇宣言在奂国得到了丿｀泛的接受：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向总委员会发 r贺信．甚至莫利也表示 r他的赞同，和平协会筹措资金印

刷了 30 000 份宣言。

恩格斯比马克思史为坚定地站在德国一边， 8 月中旬他给马克思写

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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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按胤与过去截然不同的会署规摸缢织超来，同时、不管法置蛊现什
样的歌府，，法噩工人无秉抟获得比志载拿巴主义彝治下戛言悔二堂的
动场

马克思也有这样的感想：“波拿巴的最终失败．或许会引起法国革命，

而德国人的最终失败则只能使现状再持续二十年“"。事情发展很快：法

国国王最终战败，被迫在色当投降。 9 月 4 门晚，共和国在巴黎成立。布伦

瑞克委员会发出呼吁，支持光荣的和平，反对吞并阿尔萨斯和洛林，但他

们马上被逮捕，并被投入监牢。

随着德国采取了较少的“防御性”军巾姿态，总委员会发出了第二份

宣言，这份宣言也是由马克思起草的。马克思在指出第一份宣告关千第二

帝国终结的预言实现之后，接着提出抗议说，面对企图吞并阿尔萨斯和洛

林的韦实，现在这场防御战争巳经变成一场佼略战争f。借鉴了恩格斯的

军事经验．马克思指出不存在善意的军山原因，比如认为占有阿尔萨斯和

洛林会加强统一的德国的安全，这种吞并只不过播下了新的战争的种-f。

马克思接杆以深刻的洞见预言：

,”“”“条幕可走。”“攘~?”娥
捧夺柬集的公开的工具，或者是最过短暂的嘈息之后重董尧，舅遽备
进行另一次飞矿绕争．但不是进行枭奔箭发明的“正命唷勹跷争，
而是进行潘嘈＂邑争，即反对紫拉夹种诙和，曼哥种濠唳令叠力的
战争。四

史为引人注目的是令马克思告诉一位德国流亡共产主义者：“-．．…目前

的战争必然会导致德国与俄国之间的战争......除『同俄国结成同盟并屈从

于俄国之外，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独特的｀替鲁士主义｀ r 此外，第二次

这样的战争将是俄国的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的助产婆。“”和第一份官言柜

比，马克思某种程度上更为现实地承认f T．人阶级的虚弱。“既然法国工人

在和平时期尚且不能阻止侵略者、那末德国工人在军事狂热时期又怎么会

有较多的希望制止住胜利者呢？”tQ4} 尽管临时政府中有奥尔良党人和公开宣

称的共和党人组成的可疑的联盟、马克思还是继续写道：“在目前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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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当敌人几乎已经在敲巴黎城门的时候，一切推翻新政府的企图都将是

绝望的总举”(95] 。

随着色当失陷和巴黎共和国的宣告成立，马克思认定国际工人协会有

两个直接曰标：通过英国发起承认共和国政府的活动，通过法国工人阶级

防止任何革命的爆发。第一个目标已得到英国 I：人的广泛支持，尽管马克

思对形势的判断完全错f一~他说：“这里的工人阶级中间发起f一次反对

格莱斯顿...…的强大运动，这也许会使他垮台 ”,96] 。总委员会向巴黎派了

一名密使，以防止伦敦法国支部“在那里用国际的名义干蠢事 ”[97' 。公社

宣布成立的当天，巴黎的政府报纸刊登 r一封伈（据说是 l占克思写的，而

实际上完全是伪造）．信中力劝巴黎人放弁一切政治性活动，不要越出国

际卫人协会的社会性口标。马克思极为蔑视巴枯宁在里昂发动的短命的

政治行动，当时，后者攻取了市政大厅并立即宣布废除国家政权。恩格

斯 1870 年 9 月写信给·'=b克思，认为如果工人们试图发起革命的行动，那

么他们“将无谓地遭到德国军队的镇压．并义会倒退二十年“9｀］了然而．

随若临时政府变得越来越反动，马克思开始修改他关于起义的可取性的

观点，勹无论如何．总委员会再次沦为无助的旁观者的角色。马克思认为

巴黎公社的爆发，很大程度上是忤彴 K人兵临巴黎城下这种“偶然性”

的结果。他写信给库格曼说：“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

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但是他仍然极其乐观地认为：

＂，［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及其国家的斗争，由于巴黎人的斗争而进入了

一个新阶段。不管这件事情的直接结果怎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起

点毕竟是已经取得了。叶可

与公社陷落之后公众普遍的石法相反，国际工人协会不论是对于公社

的创立还是对于它的政策都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当马克思提到公社是

“六月起义以来我们党的最伟大的成果”,100｀时，他是在极为宽泛的意义上

使用“党”这个词的。恩格斯甚至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称公社是“国际思

想的孩尸＇ 101 •还提到它是“无产阶级专政”[IO2]U 公社的建立不足任何巾

先计划构想的结果，而是梯也尔把地方和中央所有的官员撤到凡尔赛之后

在巴黎留下的空当造成的。这样就剩下了国民军中央委员会是唯一能有效

实施控制的团体。中央委员会立刻进行了由成年人投票的直接选举，组成

r －个拧名的团体机构，它在 1871 年 3 月 28[」采用了巴黎公社这个名称，

沿用了 1792 年法国革命期间成立的委员会的头衔。[101]

国际工人协会巴黎支部没能在公社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它在普法战争

瀑发之前不久就被拿破仑的符察击垮了．当时只是刚开始屯组。在公社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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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的 92 名成员中．只有 17 人来自国际 r人协会c 巴黎和总委员会之间

的接触是艰难的，虽然马克思也收到几封公补领导人的信件。拉法格甚至

建议恩格斯过去提供帮助。［四］自然状态的公社：在社会和政治结构上并不拥

护国际工人协会的政策：它的2/3 的会员都是小资产阶级出身，关键的职

位要么足布朗基主义者、要么是老派雅各宾党人。制定公社现行措施的是

改良者．而不是革命者，其中根本没有押击私有财产：雇主严禁降低工资，

违者处以罚款；面包店中不冉有夜班，租金暂延；所有已废弃的事务被转

交到合作协会 这些措施根本不是社会上义者的。实际上公社的生命是如

此之短，构成它的因素是如此迥异，它又是在如此特殊的环境下运行，以

至于很难把它归为任何连贯沼晰的方针路线

几乎从一开始马克思就对公社的成功感到悲观。按照奥地利社会主义

者奥伯温德的说法，“起义开始之后的两天．弓克思写信给维也纳说它没有

成功的可能性”IOS “看起来似乎巴黎人将要屈服”. 4 月 6 日他给李卜克

内西写信道，“这是他们的过错，但这种过铅实际上是由于他们过分老实而

造成的。" [ 106] 巾于他们不愿意发起内战，山于他们花时间选举、组织公社，

马克思认为他们让梯也尔重新获得f主动权，并渠中了自己的力矶。几天

之后，马克思写信给库格曼表达f他对公补补员的勇气的赞美；

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

牺牲精神！在忍受了六个月与其说是外部敌人不如说是内椰扳夷赁造成

的饥饿和破坏之后，他们在普军的刺刀下起义了，好像法国和檐回之间

不曾发生战争似的，好像敌人并没有站在巴黎的大门前似的！历史上还

没有过这种荚勇奋斗的范例！ ”111]

然而他重申了他的观点．认为他们本应该立刻向凡尔赛进军，而国民

军中央委员会过快地失去了自己的力员。 1881 年他断言：“只要懂得一点

常理，公社就可能同凡尔赛达成一种对全体人民群众有利的妥协－这是

当时唯一能做到的串情”[ 108 r;;马克思给公社领导人的信件只有两封保存了

下来。负责劳动和贸易的弗兰克尔曾征询马克思的具体建议，然而马克思

的回信丢失了。在保留下来的信件中，马克思没有给出任何具体的建议，

只是认为“我觉得｀公社浪费在琐碎事务和私人争执上的时间太多
了 “IO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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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本人对公社的矛盾态度对解释另外一个奇怪的书实人有帮助，

即在公社存在的整眳两个月中．总委员会－内保持绝对的沉默 3 月 28 日，

即公社成立的第－．天，马克思提议起片《告巴黎人民书》、委员会让他来

负责。一星期后，他在委员会七说．官言”不合时宜f ”“(11 。 4 月 18 日，

他宣称给国际丁人协会－份关卜法国：：：I争的亘言可能很合适；但是总委

员会成员一致认为既然到门前为止的信息只足建汀什报纸错误的报追之

上，那么不可能有任何具体的评论 宙克思·丝不荀地核对了不同的新

闻报道．然而遗憾的足吻他好像没有采用韦实上最为出色的《泰唔士报》

记者的报道。马克思 4 月底写信给弗兰克尔说：“总委员会在最近几天就

要发表一篇关于公社的宣言。它所以把这个宣言－白拖到现在，是因为

天天都在等候巴黎支部的确切消息，？叶 Ill 马允思山j：没有完成宜言不得不

在三次连续的会议上逍歉；在蚊后两次会议上．巧克思没有参加，恩格斯

解释说马克思病（。但是．这并没有阳让屯兑思在 5 月中旬告诉弗｀勺克尔，

他“已经写了几百封信｀寄给世界各地...... " 112 接卜米的最后期限又－次

被打破，该官吉自到 5 月 30 Il ，也就是公社没灭后的第二大，才交给委

员会

这篇宣言标题是《法兰西内战》．办克思最终确实交给（总委员会大

约四 I 页的文环．并在此之前曾有两份明显迥异的诈细芹飞趴这些手稿

与其他东西柜比｀表明了马克思对一些公社社员的激进的暴力行动基本

没什么好感.,在最后出版版本的四部分的计头部分，马克思分析f梯也

尔领导下的共和国政府、得出结论说｀与具说它要出败普鲁上，倒不如

说它更为关心铅压工人阶级运动，因为“武装巴黎无疑是武装革命”，这

个所谓的国防政府第一优先考虑就是有条件地投降。马克思用一系列尖

刻的素描刻画了政府领导人的特征 例如，关J··对外大臣茹尔．法大尔，

马克思写道：

……茹尔·法夫尔在与一个住在阿尔及尔的酒徒的妻子饼居时，前

后若干年间大胆地拼凑伪造了一套文据，以他的一些私生子女的名义谋

得了一大笔遗产，因而变成了一个财主；后来在合法继承人提出诉讼时，

只是由于波拿巴的法庭偏袒他，他的伪证才没有被揭穿。[m1

而对共和国总统梯也尔，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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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也尔是一个玩弄政治小骗局的专家，背信弃义和卖身变节的老手，

议会党派斗争中施展细小权术、阴谋诡计和卑鄙奸诈的巨匠；他一失势

就不惜鼓吹革命，而一旦大权在握则毫不踌躇地把革命浸入血泊；他只

有阶级偏见而没有思想，只有虚荣心而没有良心；他的私生活和他的社

会生涯同样阜鄙趟毅，．~甚至在现在，当他扮演法兰西的苏拉这个角

色时，还是情不自禁地用他那可笑的傲慢态度显示出他的行为的

卑污。 I 114] 

第二部分论述了公社成立之前的问题。梯也尔反革命阴谋的唯一陓

碍是武装f的巴黎。为除掉这－防碍，梯也尔曾编造谎言，说国民军的

大炮足国家财产。正是梯也尔派 L兵夺取大炮而发动f内战，公社仅有

的暴行足勒康特、托马斯两位军官被他们的年队枪杀和驱散旺多姆广场

武装的游行队伍市件，这与凡尔赛政府的大批枪杀囚犯的暴行相比根本算

不了什么

宣言蚊有意义的足第三部分，在这一部分中、马克思叙述了公社的政

治组织一既有实际的，也有潜在的。他的编排方式比起《共产主义宣

言》结尾类似的段落来，显然没那么坎中，这一重点的变化在这部分的升

头就很阴显：“J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

自己的门的＂ 115 •接若马克思把国家政权机关界定为“常备军、瞥察、官

僚、僧侣和法官”w, 并对它在法国到第勹帝国为止的历史作了阐述：

它声称它以破坏议会制度，从而破坏政府对有产阶级的公开屈从状

况而拯救了工人阶级。它声称它以支持有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经济统治

而拯救了有产阶级。末了，它还声称它巳经把一切阶级团结到复活了的

国家荣誉的幻想周围。事实上，帝国是在资产阶级巳经丧失治国能力而

工人阶级又尚未获得这种能力时唯一可能的统治形式。I 116 I 

(i) 《古克思恩格斯令从》．中义 1 版．第 17 卷, 355 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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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礼足帝 1月的＂ I\接对立物”，足 1848 汗共和团的＂肯定形式” 接

石宙克思叙述」，公fI 的选举（他令人了具组成的 I．．人阶级性质），叙述了

把常备军、控祭、行政部门和法官变成f公社选举出的、负责的、可以撒

换的机关：

巴黎公社自然应当作为法国一切大工业中心的榜样。只要公社制度

在巴黎和各个次要的中心确立起来．旧的中央集权政府就得也在外省让

位给生产者的自治机关。……公社应该成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

常备军在农村地区也应该由服役期限极短的国民军来代替。设在专区首

府里的代表会议，应当主管本专区所有一切农村公社的公共事务，而这

些专区的代表会议则应派代表参加巴黎的全国代表会议；代表必须严格

遵守选民的 man<lat imperatif（确切训令），井且随时可以撤换，那时还会

留给中央政府的为数不多然而非常重要的职能．则不应该像有人故意捏

造的那样予以废除．而应该交给公社的官吏．即交给那些严格负责的官

吏 c 民族的统一不是应该破坏，相反地应该借助于公社制度组织起来．

应该通过这样的办法来实现，即消灭以民族统一的体现者自居同时却脱

离民族、驾于民族之上的国家政权，这个国家政权只不过是民族躯体上

的寄生挤瘤......普选制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

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压迫人民．而是应当为组织在公杜里的人

民服务，正如个人选择的权利为任何一个工厂主服务，使他们能为自己

的企业找到工人、监工和会计一样。大家知道、企业正像个人一样，在

实际业务活动中总是能够把适当的人放到适当的位置上去，即使有时会

犯错误，也总能很快就纠正过来。另一方面．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

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的精神的。”“·

和公社补员们的计划相比，这段话更多地表明了马克思对革命之后未

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悄形的描绘．前者大多数人可能本就并不同意马克思的

规划 ”H

马克思接行论及f关于公社的一些错误观念：它并不是要退回到中世

纪｀并不足要分裂国家｀并不是蒲彴东 K义者提侣的某种门给自足的经济

制度 L

马克思勾道；“人们对公社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以及公补代表各种个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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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然而公社仍然只是“终千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

的政治形式”“'} 6 他接受了有入对公社的头难一，即公社建立“联合起来

的合作社”,”按照总的计划组织全国牛产”，门的就是消灭阶级性的财

产，剥夺剥削者，从而详细论述了这种“经济解放”的特征。同时他还

断言：

工人阶级......并没有想par decre t du peuple [靠人民的法令］来实现

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得自己的解放｀同时达到现代社会由

于本身经济发展而不可遏制地趋向藩的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

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

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

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工人阶级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满怀

着完成这种使命的英勇决心，所以他们能用鄙视的微笑回答奴才报人的

粗野谩骂，回答好心肠的资产阶级空谈家的训诫，这些资产阶级空谈

家用先知者万无一失的口吻宣讲其不学无术的滥调和宗派主义的

马克思进一步宣称公社的措施还有利于确实存在的中下层阶级和没那

么明显的农民阶级，公社是“法国社会的一切健全成分的真正代表”，同

时也强调这些措施是国际性的。他承认公社的具体措施“只不过预示了一

种趋势”，它最伟大的社会措施就是它自身的存在。这可以通过它给巴黎带

来的变化得到证明：

法国的京城不再是不列颠的大地主、爱尔兰的在外地主、美利坚的

前奴隶主和暴发户、俄罗斯的前农奴主和瓦拉几亚的封建贵族糜集的场

所。在陈尸场内一具尸首也没有了，夜间抢劫事件不发生了，偷窃现象

也几乎绝迹了。自从 1848 年 2 月以来，巴黎街道第一次变得平安无事，

虽然街道上连一个警察也没有， 121.

这极不同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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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francs-fileur...(i)的巴黎．闲逛男女的巴黎，富人的、资本家的、

花花公子的、游手好闲者的巴黎 这＾、巴黎带着它的奴仆、骗子、文

丐、荡妇目前正糜集在凡尔赛、圣丹尼、吕埃伊和圣热尔门；这个巴

黎认为内战不过是恬竟消遣，它从望远镜中欣赏战斗的进行｀计算放

炮的次数，用自己的以及自己娟妇的名誉赌咒发誓说，这里演的戏要

比圣马丁门剧场中的好得多 3 被打死者真的被打死了，伤者的呼声也

不是假装的、而且在他们面前演着的这场戏是具有世界历史意

义的。l 122, 

在第四部分和最后部分，马克思叙述（梯也尔集结军队反对巴黎的脆

弱的介图，一门签订和约，它就会依竹俾斯麦释放的因犯来行动 当保卫

巴黎的最后战斗终于打响时，凡尔从政府的暴行是惊人的．

芦
要想找到与梯也尔和那些嗜血材狼的行为多少相像的东西．就必

须回到苏拉和前后罗马三执政的时代去Q同样是冷酷无情地大批杀

人；同样是不分男女老幼地屠杀；同样是拷打俘虏；同样是残酷迫

害，不过这一次是迫害整个阶级：同样是野蛮地追究隐藏起来的

领袖，使他们无一幸免；同样是纷纷告发政治仇敌和私敌；同样是任

意摧残根本和斗争无关的人们）不同处只在千罗马人没有多管炮来

整批整批地击毙俘虏粤他们没有“手持法律”，没有口唬“文明”

罢了 3 中］

对纵火的指控｀马克思反驳说战争中火足一种武器，与任何武器一

样是合法的亡一些人质被杀害，然而即使不是这样，他们也会因为凡尔

贤政府对囚犯的枪杀而多次丧命 C 巴黎公社的结果使阶级对抗更加

尖锐：

'l, 「mm·、-6Ku卜八让足“自由逃I 者”．足给行［］黎被 1司 l讨从城中逃跑出 L的资产者起

的的习．参见（斗兑思恩格斯个队）．中文 1 版 姑 17 卷． 770 页 219 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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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它们之间的斗争定会一次又一次地爆发，并且规模愈来

愈大，所以归根到底谁将取得胜利一是少数占有者还是绝大多数劳动

者将取得胜利，那是毫无疑义的。而法国工人阶级不过是整个现代无产

阶级的先锋队罢了。

............ 
……阶级斗争无论在何处、以何种形式、在何种条件下表现出来，

自然总是由我们协会的会员站在最前列。产生这个协会的土壤就是现代

社会本身。无论屠杀多少人，都不能把这个协会铲除。要铲除它．各国

政府首先必须铲除资本对劳动的专横统治，即铲除它们自身的寄生性生

存的条件。

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它的

英烈们巳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那些杀害它的剑子手们巳

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

解脱。[l241

《法芒西内战》（该官言的标题）足马克思报辉煌的论战篇意，它获得

了总委员会以前的任何户叭所没有的即时的成功。它两个月出了三版，第

二版卖掉了 8 000 丿Ul ，并被译成大多数欧洲语言。在令佃研究马克思的思

想时，这个官言很正要、囚为它把去中心化作为未米社会卜义社会的目标

加以强调，在礼会主义思潮总的背娱下｀仵为列宁提供布尔什维克无产阶

级专政思想的基础这一方面，它起了币婓作川．（在《旧冢与革命》的第

三汽，列宁极力强调尸占克思的观点，即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

的国家机器，Ji运用它来达到 1勹己的目的 ",l2` ——实际卜列宁认为党足无

产阶级的先纾队这一观点更类似于布朗基的石法；列宁比屯克思更大程度

地曲解了公礼的估况。）《法＼1：西内战》只个过足对公补的一种解释：蒲彴·

东主义者、布朗基 E义者和儿政府主义者的解释和乃克思的一样有追理，

因为他们的观点都对公什作『类似的表达C.还必须记住的足，《法兰西内

战》是一篇i卜礼 l2“ ．其中几乎没有进行批判忖评论：丐克思的信件表则l 了

他对公礼的功续保持着更多的沉默，后来他机全在小l给荷义社会主义者

多梅拉·纠义胡斯的信中说，公什＇，个足礼会 l－义的，也个可能是“l27 L 

然而，什巴黎公社失败后随之曲米的 I帛卷欧洲的反动势力巾，正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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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内战》的成功．以及它在某种桯度 K不卜分确切的宣称“阶级斗

争儿论在何处 ．．自然总足山我们协会的会员站在砓前列 ”12H ，史把囚际

上人协会刻画成当时社会和文明的砓大威胁。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流言在

新闻界被当作事实刊登出米：国际T人协会与拿破仑合谋；与俾斯麦暗

通；马克思甚至曾是俾斯麦的私人秘书，而现在他死 r 这种煽动性的

指贞发生得如此频繁，以至于甚至 1871 年芝加哥的大火也被归咎于国际

丁一人协会 梯也尔政府的外交大比法大尔并不满足千铲除公社在法国的

残留，他给欧洲所有的政府发出函件．官称国际工人协会是现仵秩序的

威胁。这个函件本身就是一个许多不正确阐述的汇总｀例如，它引述J'

巴枯宁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观点，好像这个观点是山国际工人协会提

出来的

欧洲政府严格 1，各自的律法，而四班牙却足唯－同意对法国流亡者进

行引渡的国家。虽然英国新闻界对公社几乎是众口一词地加以诅贡（其中

充斥着最荒诞的错误、马克思花了很多时间试图进行驳斥），关国政府还是

拒绝与法夫尔合作：在答复西班牙要求引渡外交大臣格兰维尔时说，英国

政府没有权力驱逐没有违反英国法律或者按照引渡协定的具体规定没有犯

任何罪行的流广者。

马克思是那篇不名誉的官言的作者，这很快被人知逍了；在英国，刚

开始除f极少数的人之外几乎没有人知道而现在几乎尽人皆知 1871 年 6

月 28<1'l-1 他写信给库格曼，说他的宣言”引起f一片疯狂的叫器，而我目

前荣幸地成 r伦敦受诽谤最多、受威胁最大的人－孔度过二卜年单调的沼

泽地的山园生活之后，这的确是很不错的＂ 112• 。纽约的《世界报》派了－

名记者于 7 月初采访马克思 在采访巾｀马克思令人信服地驳斥了有关公

仕的耸人听闻的谣 1?。他说国际工人协会“没有规定政治运动的固定形式；

它只要求这些运动朝向一个门标”“°。伦敦的《每日电讯》和《纽约先驱

报》也采访了 1占克思。马克思说甚至他到布赖顿待几天，也处千瞥方的监

视之下 公计的巾对呫克思一家产牛了深深的悄极的影响：他们的很多亲

密朋友卷进『屠杀之中，他们很快就不得不面对大批的流亡者，以及他们

带给他们的“难以名状的困苦和无休U的折府”nIJ。疏解的重抇不可避免

地落在f国际工人协会身巨燕妮写逍，流亡者简直是在大街上挨饿，“山

国际来供养，史确切地说，山国际来援助多数流亡者度过生死关头，已经

有五个多月 r·, l" 。除f l日际丁人协会所有的事务之外，马克思”不仅要

(I) 此处巾文版为 18 日．参见《，占克思恩格斯全权）．中文 1 版．第 33 卷． 2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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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各国的政府进行斗争｀而且还要和＇身体肥胖、和蔼可亲和年纪四卜

的＇房东太太们进行短兵相接的搏斗、因为这些房东太太由 F某个公社仕

员没有付房租就对哱尔发起攻击 “131气。

山 F这一切的恶名．国际 L人协会在公补之后势力哀微：随着表面的

持续和平的到米，以及欧洲囚家开始史多地关心同内书务的倾向，国际

主义的推动力减弱f r 反抗力甩只能由史好的政治组织汇集起来，而这

只能在国家界限之内进行，法国革命的希屯被摧毁f，欧洲革命的一切

希望亦如此，此外，虽然像瓦尔产这样的人曾帮助挫败过国际上人协会

内蒲售东主义者的观点，但他们的上联主义者对政冶行动的反对很快便

把他们带进f和总委员会的矛盾之中。总委员会本身已被新吸收的大批

法国流广者大大削弱f，这些流亡者内部很快开始了争吵．就像 1848 年

之后那样

马克思的三个女儿都被深深地卷入公社的余波之中 劳拉和保尔在肾

鲁七包围巴黎之前刚禹开那里 他们去了波尔多可在那里他们的第三个孩

子一－—一个男孩一于 1871 年 2 月出生『。保尔积极参与了公社的事业，

燕妮和爱琳娜启秤去照顾劳拉，于 5 月 1 日到达 公社一失陷，这四个大

人和两个孩了（劳拉的第二个孩了在前一年已经死么了）就退隐到一个小

小的休养胜地卢雄浴场，那里离西班牙的边境线远近合适。孩子 7 月底死

去了，保尔由千担心会立刻被捕．就越过边境线到『西班牙。劳拉后来也

一起去了那电，她仅有的一个孩子患了痢疾。燕妮和爱琳娜动身返回伦敦，

但在边境线上被捕了，她们在拘留所里度过了一夜，经受了详细的盘问。

燕妮最终成功地处理掉了一封来自公社的一位领导人弗路朗斯 (Flourens)

的控告信。她们被驱逐到西班牙令在经历了西班牙警察带来的更多的麻烦

之后，她们与劳拉一起终千在 8 月底从圣塞巴斯蒂安离开了。 130

德国当时成『欧洲社会主义的主要中心，爱森纳赫派不能与国际工人

协会公开联合，无论如何，它不再需要后者的支持来反对全德工人联合会，

因为这个老对手已经开始衰落了 虽然爱森纳赫的领导人仍然忠实于马克

思和恩格斯，但从来自伦敦的呼吁表明『与 1871 年之前不同，总委员会

需要德国人的支持甚于德国人需要它。书实上．拉萨尔主义还一直是德

国社会主义的t要力址；虽然马克思声望－阿很高，但这与其说是出于

学说，倒不如说是出于个入，在英国，《法兰西内战》的刊行导致奥哲尔

和售克拉夫特退出（总委员会，但没有任何 T全会退出，总委员会仍然非

常活跃地支持罢工者 然而，英国工联整体上正变得越来越不激进：山

千 1867 年改革法案和 1868 年他们候选人的失败．他们正希望与自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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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者的联合，作为他们实现自己目标的最彴效的方犬；他们对格莱斯顿

的前俄囚政策的支持使他们与力克思越来越疏远．，除了比利时，国协工

人协会 h一公仕失败之后获得发展的仅有地区是无政府主义的根据地一

西班牙和意大利

而这种估况只是慢慢才为马克思所察觉、他在公仕失败后几乎一年都

沉浸在完全的半命乐观t义之中，他认为国 I坏「人协会的苦难类似于没能

拯救罗丐帝国的第 批基肾徒所逍受的迫害Cl I`｀，到 1871 年秋天为止，国际

上人协会两年米没钉召开一次人会n 咱克思在总委员会上还是发挥了作用．

把在阿姆斯特丹举行．次大会的提议变成了－项在伦敦召开一次类似于

1856 年的秘密会议的决定。这次会议只关注自身的组织间题，马克思的目

的是抑制正不断扩入的巴枯宁的影响；早在一年前，即 1870 年 8 月，他确

头巳经提议为此召开会议－巴朴石的影响主要足以瑞 l．．为中心，在那里日

内瓦支部分裂f．他的支持者成立f汝拉联合会，这是一个 I.l 内瓦的巴枯

宁主义者团体，它激烈反对那甲的国协 I．人协会支部 公社失败之后欧洲

的政治形势激化f巴枯宁和弓克思之仙的分歧：马克思逐渐放弃了革命很

快到来的召法．他不愿国际 l乙人协会问意支持意大利、西班牙和俄国零星

起义（这些国家上要足佷容易受到无政府七义思想的影响）。无政府土义

者认为任何革命起义都是向摧毁整个节代社会边出的合理一步。对他们来

说，总委员会足独裁 E义的不相十的小物。'116 I 

对政治形势判断的分歧不可避免地引起f冲突，这种冲突由千史多的

个人因素加剧了．看起米很让人奇怪的足．巴枯宁 1869 年承担起了把《资

本沦》翻译成俄文的任务。几乎在同－时间、巴粘 1．不幸地遇见并信任了

一名年轻的粘神错乱的革命者涅恰也大｀他刚从俄国逃离出米，编造了很

多广为流传的学生中的，节命行动的谣言，涅恰也夫丁段绝对无悄，叫巴枯

宁（一个人从未完成自己任何一部著作，而去翻译其他人的著作，结果可

想而知）希甲暂级《资本论》的翻译，并把祯付款交还他的时候，涅恰也

犬写信给巴枯宁的代珅人，威胁说如果把这么频繁地把钱要回去的话，他

就以死柜逼。咱克思把泭恰也大的行为们结为巴枯宁对他的憎恨，他对巴

粘宁咂无道理的怀疑足他的恐俄）lf]及伯克罕和尼古拉·吴亭湘输的，他们

两个人不断地们诉呫克思有关巴枯宁 l阴谋的传闻，吴亭是俄国的流犯、他

曾在瑞上与巴粘宁合作，之后义与他发生f争吵、并在日内瓦创立f国际

L人协会的俄[ly支部，以反对巴枯宁勹 l)'J这个支部只有六个成员，而且纯

粹足县化．J见i亥支部讷屯克思彴总委员会中代表他们，马克思接受了他

们的赞美｀对恩格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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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青年俄国的代表，这种地位对我来说可真滑稽！根本不知道

会把你引向何处去，会使你掉进一群什么样的怪人的圈子里。在正式答

复中我赞扬了弗列罗夫斯基．井强调指出，俄国支部的主要任务就是为

波兰工作（就是说，把欧洲从它自己的邻邦解放出来）。我认为，不管是

在公开信里还是在机密信里，都只字不提巴枯宁是较妥当的。[ Ill) 

1871 年 9 月中旬．伦敦大会就在谈i托登楠大院路不远的一个小旅馆里

召丿干，这并不足佷具有代表性的比会：没有德国代表；只 1] 两个关囚代表；

来「1 法旧的代表都是流亡者；米自瑞 k的两个人都是巴枯宁的前支持者，

包括吴卒。I 13•1] 唯一较强的代表团足－个六人团体．来自囚际 I：人协会 1「迕

勃发展的比利时。这个团体在马兑思（在委从会上得到f布朗丛主义流亡

者的大力支持）和前巴枯守力机之间进行j“调和－在这次大会 K.4克思

足最为活跃、最具影响力的参勺者。人会首先建议总委从会应限制它的成

员，不婓全部在－个国家吸收成员。搂行人会禁止各地方委员会使川总委

员会的名称｀纵续日内瓦大会＼呤做的获得 l．．人阶级的全面的统计资籵的努

力，讨论（吸引农民参加国际「人协会的多种途径，月在总体卜努力严格

纪fI十，使国际工入协会成为一个政党．而个仅仅是－个论坛：伦敦人会的

决议是Ikl!坏［人协会专门谈到“」一一人政党”的第一批文件七会议的主婓」 .. 

作还是与巴枯宁主义者的争论。大会项新强调了政治钉动的任务，即付布

“在 E人阶级进行军中斗争期间．具纾济运动和政治行动要不可分割地统一

起来”。这种政治运动很可能是在议会民主制的框架内活动、林］为力克思fi

称：“各国政府是敌视我们的；必须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手段给它们以反

击 n 每－－个被选进议会的工人，都是对政府的一次胜利。但是必须选出了i

正的人......., I"" 而任务的解决是否是恭力取决千肾权者．＂．．．．在我们有

可能用和平方式的地方．我们将用和平方式反对你们，在必须用武器的时

候，则川武器”I 141 L 这次大会与涅恰也大的栝动脱离 rr系，马克思尽力

不和巴粘宁有什么关系一同时 1_]:I克思希屯诩贞巴枯宁的社会上义民 K同盟、

但比利时代表进行（调停，说该回盟行起来已经自我解散，从此之后国际

I令一人协会将只接受其支部或者联合困体作为会员｀从而说服大会不公开考

虑同盟的小估；在瑞七．持个回政见的巳枯宁上义者被邀参加瑞 K联合会，

抑戎 -IL他们感到这一点对以实现、就称「l l ~是汝拉联合会L 这次人会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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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意建立英国联合委员会 弓克思本人捉议：因为认识到总委员会不可能

向英国工入湴输国际主义和革命粘神，他最终放弃反对它的建立。马克思

还批评了工联是“少数工入员族”「 l心 1 的组织．不能涵盖低薪工入。对于留

在工联外面的大批工人，还有爱尔立＿入，马克思正门益积极地寻求支持。

尽管马克思认为这次大会的成果“超过了以前所有大会的总和 “[1吓］，

但这次大会使国际工人协会内部的分裂更为突出，大会的决定几乎立刻招

来反对意见．这种反对意见佷快彻底打消了马克思整个 1871 年间的乐

观 1“ 德国人和以前一样漠然（从 1869 年 9 月以来他们没有进行任何财政

捐助），马克思迈出了史无前例的步，清国际工人协会的所有支部与他直

接联系 IJ< I 伦敦的法国支部反对大会的决定，美国维克多利亚·伍德胡尔

的追随者和意大利、西班牙的支部也是如此c 汝拉联合会表达了这一反对

立场， 1871 年 l1 月发了通告，谴贡国际丁人协会内部的权威主义和等级制

度，指责总委员会巳经成为一种统治，并提议它应该由通讯处来代替，作

为联系各国支部的自由联合体，，马克思为总委员会作了回答，标题是《所

谓国际内部的分裂》 在这篇文矿中．他准确地揭露了无政府主义者许多思

想的无用性，又一次谴责了沥千涅恰也大串件的巴枯宁，叙述了大情的韦

实，．证明了巴枯宁的两个追随者是波拿巴卞义者的间谍、最后把拉萨尔和

巴枯宁两入的追随者作为宗派开除出去、这些宗派－~

在无产阶级还没有发展到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的时期是有其理由的。

有些思想家在批判社会矛盾的时候，提出了一些傅决这些矛盾的幻想的

办法，而工人群众则只有接受、宣传和实现这些办法。这些倡导者建立

的宗派．按本质来说是弃权论的，即厌弃任何实际活动、政治、罢工、结

社-总而言之，厌弃任何集体的运动一无产阶级绝大多数对它们的宣

传始终是漠不关心的，甚至是敌视的．．．．．．宗派在开始出现时曾经是工人

阶级运动的杠杆．而当它们一旦被这个运动所超过，就会变成一种障碍；

那时宗派就成为反动的了。法国和英国的宗派，以及目前德国的拉萨尔

派都证明了这一点。拉萨尔派多年来一直是组织无产阶级的绊脚石，而

最终成了警察手中的简单工具。[1'6]

最后破坏马克思在国际 L人协会中影响的是在英国这个堡垒中他不得

不面临的日益增加的困难 建立英国联合委员会刚开始时没有带来任何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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烦：黑尔担任书记，他继续支持马克思，该织织还努力发展了许多支部

第一个反抗迹象出现0被称为“第 1一二支部”的美国团体中匕该支部由维

克多利亚·伍德胡尔和旧纳西·克拉夫林创建，它的成员是中产阶级．他

们的主要粘力足致力于诸如 rI 由性爱主义和唯火上义的木业．这与弗庄德

里希．左尔格和理查德·波尔特领导的史多的足丁人阶级和移民的团体组

织形成鲜阴对比。在总委员会巾，奥勃莱恩的追随者们支持第卜二支部，

然而马克思仍愿意在委员会中看到他们，因为“在总委员会中形成一种常

常是十分必要的、与卫联主义者相对抗的力ht 他们比较吊命，在土地间

题上比较坚定，较少民族主义．不易为资产阶级川各种方式所收J妇否则

他们早就被驱逐出去广＇i 147.

然而．马克思的地位山 F 自己阵营的变节受到进．步削弱 马克思和

埃卡留斯之间以前曾存在拧紧张关系 埃卡留斯在给《泰晤士报》的报逍

中，似乎试图把马克思的一些思耟归为己打．以取得卢望 作为美国通讯

书记的埃卡留斯与第 1 二支部有过交往．马克思指贞他滥用职权。埃卡留

斯和海尔曼．荣克两人都不喜欢布朗基主义者在委员会中出现，而愿意与

工人阶级激进派合作：他们认为马克思的方针只会导致国际工人协会无可

救药的分裂a 尽管马克思向埃卡留斯恳求说”后天足找的生日，因此我绝

不希望以失去一位老朋友和老同志这种不愉快的心悄来迎接这个口

子”“｀，但是这次仍然是最后的决裂 对马克思地位的第二个打击是黑尔

的反对，他在此之前除 r有关爱尔｀仑和自立的英国联合委员会的问题之外，

曾一直是马克思的坚定拥护者？他 7 月份在私人信件中曾押击总委员会，

并被停掉书记一职。在英国联合委员会的诺丁汉会议卜:'他曾建议英国支

部建立与国外支部的联系。争论提交到总委员会那里．总委员会极为艰难

地说服黑尔归还 r材料。

这样，英国内部的分裂在 1872 年 9 月初海牙大会的前夜就已经凸现出

来了 这次大会是国际工人协会最后一次全体大会．回时也是最具有代表

性的一次大会，只有意大利支部拒绝参加。荣克和坎卡留斯没有从英国来

参会，因为他们反对他们所认为的马克思的坎满大会的举措．也反对他对

布朗基主义者的报复和对英国工联主义者的拌山。治牙大会是马克思唯一

参加的一次大会。按照马尔特曼·巴里的叙述（他为《旗帜报》追踪报道

大会的情况），孩子们被瞥告说：“不要拿着有价值的文音到街上去＂．因

为“国际工人协会快要来仁会偷走它们“,149] 。入til的人群跟籽代表们从

车站到旅馆．“马克思的形象特别引人注目，他的名字总被人挂在嘴

边”(1501 。在会场 k ，马克思也是一个突出的人物：身若黑色的外衣，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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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发和胡（形成鲜明的对比；叫他想观察听众的时候，就旋紧他的单片

眼镜，大会开始的头二犬是在紧闭的房间卫检查证件。公众所能听到的是

上席叮当的伶阳，时不时地在暴风雨般愤怒的声音中 1阶］起。马克思本人很

紧张，以至「在整个会议期间简八没有睡觉匕总委员会的报告通过之后，

有一场关J寸是科总委员会权限的争论。 一些人仁张总委员会的权力应大大

缩减（针对这种悄况，呫克思说取消总委员会比把总委员会仅仅变成一个

信箱更为敏感；总委员会的权威无论如何只足粘神上的，它只有在成员一

致同意的怕况卜．才存在e 这场争论是 32 对 6 人， 16 人弁权，英国代表意见

不－。

巴里报道说，投祡之后，“有书段短暂的沉默C.这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宁

静。知逍将要发生某种书估，并目知道谁将发挥最大的作用，我站起来，

观察j{情的发展 马克思的得力助下恩格斯站 r起来，说他将和大会进行

沟通 这足总委员会很多成员所提的建议，关千来年委员会办公地点的间

题＇ II.” ，！恩格斯提出总委员会的办公地点应移到纽约、“当他低声说出奻

后的话的时候，惊愕和困惑阴显地写在有不同意见的那部分人的脸上......

在钉人讲话之前足一段时间的沉默C,这是一次行动，每个人都在指望着别

人开口打破沉默。“'521 布朗基主义者反对f这一提议｀令在其他一些问题上，

他们和德国人－走起曾使得人多数人支持了呫克思 节对总委员会办公地是

否要迁移进行投票时、结果很勉强： 26 祡赞成， 23 祡反对， 9 票弃权 最

后，报道说在人会开始之初，曾依照马克思的意思成立了五人调查委员会、

以把全德 l 人联合会驱逐出国际 I．人协会。这个委员会发现巴枯宁曾努力

在国际工人协会内部建汀一个秘密团体；并且还被指证为弄虚作假。这个

委员会进行提议之后、他就被开除出国际工人协会（ 这标志若大会的结

束，马克思退隐到施纠宁根，在那里他款待代表们到海滨用餐，以示庆祝。

几乎屯儿疑问，马克思认识到f纽约无法作为总委员会的办公地。迁

移的论说山恩格斯引发，明显缺乏说服力。在大会之前，马克思曾写信给

库格曼说：“这次国际代表大会.....将关系到国际的存亡，在我退出以前，

我至少要使国际不被腐败分千所占据 “153 。他希望尽一切努力要确保巴枯

宁｝詹义者在下次大会不能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希望总委员会（巴枯宁t

义者在其中有·个令人不快的数·t)仍在他的影响之下；如果委员会继续

留有伦敦的订，、这两点都没有把握做到 马克思巾丁不能花时间在《资本

沦》上而 Il 益感到沮丧、他好像早在 1871 年 9 月就已经认真地考虑退出的

问题（，这－－决定在 1872 年 5 月最后形成了。”“

国际「人协会没有书上消亡。马克思和恩格斯极为忙碌地报道海牙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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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大会的决议，他们一度坚持定期和纽约方而通讯联系，国际 L人协会内

部反对马克思的整体力塌现在比过上．史强人j＇．只行在德国马克思还保貂

若持续的个入感召力。尤政府仁义者右泡牙代＆大会后立即召丹f一个对

抗性的会议己会上只有意大利、西班牙和瑞 I 的代表．但他们很快与比利

时人和荷兰人进行f联系，所有这些人都作为代表参加了 1873 年的大会。

还有一支英国来的强大的代表闭参会仁诲牙代表大会之后，国际 I人协

会的英国支部依然卓有成效地运仵，但联合委员会分裂f．在黑尔的领导

下它的大多数成员退出组织。联合委员会的曲个支部接若迅速哀沦仁

1874 年马克思写信给左尔格说：“在英旧．国际目前儿乎亳尤生气，伦牧

联合会委员会本身只是名义上还存在、尽忤它的某些会员本身足积极

的。”“”在纽约的总委员会试图组织 1873 年的 [I 内瓦代表大会．但惨逍失

败：委员会甚罕不能派出一名代表，马克思不计他的支持者参加，）代表大

会 1874 年召开．埃卡留斯是米自关国的唯－代农C 左尔恪同年辞去（总委

员会中的职务 1876 釬国际工人协会在费城正式解体e 对抗国际T.人协会

的无政府主义者存在 r更长的时间：在没介总委员会的情况下．它作为独

立自主的闱内文部的联合会开展工作．jj:「 1877 年召开 r它的最后一次代

表大会，之后它分裂为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民 K E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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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第 32 卷， 557 J.il u 

[2] 很明显{1这里只能给出国际 1 人协会极为简婓的历史榄述 有呐本总体［＿

很好的 I~: G. D. H. Cole. Histor), ,f S(”“心t Tlumgl,t. II (Lon如n, 1954) 88 ff., 

anti J. Braun thnl, H叩ry of the Interna tional, I 75 ff I叶协 I．人协会的关因方面．以

及 l占克，思打其中的角色喝在卜列名作中得到(许尽的论述： 1 1. Collin~ and 

C. Abram~ky. karl 凡1arx and the British Labour \f or l' mrn t (London, I 965) 囚际 I：人

协会早期历史的详细悄况，参见 D, Rj azano ff. "Zur Cest、h ich te der Ers ten lntema『ion

al•·, Marx-En gels lrch it, I (1925). am! th,. cl,几um..ntary r..,·orcl in L. E. M i n 、

（以I.). The Foundm f( of th('F irst Interna tional (NPw York, 1937) 

3 ]进一步可参见，＇＼． Ciolk《1sz. "l\. arl Ma八 anJ the Poli、h In~urre t' l ion of 1863", 

The Pol汕 Rerieu, X (1966) 

4 J Man to Enr,el.... \if EW XX\lll 88. 参见《古克思恩格斯全仗》．中文 1 版，

第 29 ti;:, 83 贞

[ 5 lh id. XXX 324. 参见《呫克思恩恪斯全儿》．中文 1 版｀第 30 卷． 322 1J七

6' I\.. Marx,.11anu吠riptc• Ohu clir Poln ische Frage (1863-1864), ed. W. Conzf' 

399 



马兑息传（弟 4 版）
Karl Marx A B iography, 4 E 

and D. Hertz-E irhPnrorlr l The lla gu<'. 1961). 

[ 7] K. Marx. np.,·it.、p 93, 

8 1878 年友钉，，内拉宾斯挂 (Lapinski)的回忆求中有相当多的幻想成分。踞

达本书说，旧际「人协会在赫尔岑房中开究会后，马克思与拉宾斯基一起回到f他

的房间，按照拉宾斯从的说祛．古克思建议把«乐团人数升到 I 000 人．并且许诺

（通过 位朋友）婓引起 Brunswick 合尔斯 I· f的兴趣，以提供金钱来武装他们

(see L. Was i lewsk i, - Karl Marx und cler puln ib t:he Aufstand von 1863", Polen XXV 

II 1915.) 

[9. MEW XXXI 12 f.参见《由克思恩格斯个儿》，中义 1 版．第 31 卷， II~12

贝 这封信附带地农叫 I，马克思多么不了解英 IIilL会运动：奥哲尔足伦敦［联委员

会书记，个足上f帛；克里默足 个木忻，不是泥水［斤。勒斯讷 (F. Lessner) 的叙

述与马克思的叙述有出入（参见 “Vor un<l na心 1848, Er innerun gen e ines alten Korn

mun isten". Dru tsrh" Worte. 1898). 勒斯讷说止足他代表悠国「人教育协会邀讷了

马克思匕但勒斯讷的叙还足仆这件it~发牛 30 年后写的。

[ 10] The General Cnunr il of the First hit汀,,ational. Minutes (Moscow, 1964) 

I 37. 

[ 11 1 Ibid. 书［ 374.

[ 12] lh id., I 376. 

[ 13] Marx to Engel、 ,11EW XXXI 14. 参见《 1切克思恩格斯全渠》，中文 1 版，第

31 卷， 15 贞

[ 14] Ib id.. XXI 14. 参见《为克思恩格斯全共》．中文 1 版，第 31 卷， 16 页

[ 15 !Lid 参见 宙克思恩格斯令从）．中文 1 版，第 31 卷， 17 页。

[16] lh irl., XXXI 16. 参见《乃克思恩格斯令渠》，中文 1 版，第 31 卷，

17 贞

[ 17: UESW l 37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鲁巾文 1 版，第 16 卷， 5 页？

[ 18] Ib id., p. 38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梨》，中文 1 版，第 16 卷． 9 贞

[ 19] lllld.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共》，中文）版．第 16 卷． 9 页

[ 20] Ib id.. p. 38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炽》．中文 1 版，第 16 卷， 9 ~ 

10 贝

[21 l 书克思在这甲对相对贫困的论述丛本 l．．足止确的．尽管并不是全部正确：

19 世纪 50 句代．实协工资比较稳定．虽然在《伟 I．人阶级书》写作之间刚刚大幅

度地增加，）凶此之后整体 K仍然保持打这一捎长匕工人群众的垃况在绝对的意义

上确实稍微得到j，改善．尽忤与「作的货肤之间的井距在逐渐加大。这此统计数f

n]参见 R. Harri、on. B寸ore the Soci al ist.I (London, 1965) pp. 3 ff 关丁“劳动特权阶

级”可参见 E. Hobsbawm. /,t 1bnuri ng Men (London. 1964) pp. 272 ff 

[ 22 l MES订 I 38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个共），中文 1 版，第 16 卷， 12 贞。

400 



第七部分 国卧 I 人协会

[23] Ibid.. p. 384. 参见（为丸思恩格斯个从）．中文 l)}义．第 16 卷． 13 贞

「 24] lh i d. 参见《 I}克思恩格斯全队》，中文 1 版，第 16 卷， 14 贝

[ 25 l lh iJ., p. 386 参见《宙克思恩格斯个从》．中义 1 版，第 16 卷， 15 贝。

[ 26 Quott>cl in D. R」azanov, "Zur （沁（．h i ,·h tr,In Fr亚n lnLPmationale", Marx -

En- gt>ls 1rclw, ] (I 925 l p. 192. 

27. Mar人to Eng小．itEW XXXI I 10. 参见《心克思恩格斯全氏》．中文 1 版．

第 31 卷． 113 页

[28] 参见 Ibid., p. 10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个队》，中文 1 版，第 31 卷．

113 贞

[ 29] Ma八 KI F』 IIgel、.砂HF. IT'162.

[ 30: Marx lo Liebknel' hl 、il1Elr 汹 516. 参见（宙克思总格斯全梊》｀中文 1

版，第 31 卷， 519 贝 c

[31 」 NIar\ t(l Kugdmdnn. 1”“I 邓1 534．参见（呫克思恩格斯个纨》．中文 1

版．第 31 卷， 536 贞

[ 321 Marx Lo Eng小， MEIV XXXI 195 参见《办九思，恩格斯全渠》，中文 1 版，

第 31 卷． 197 贞，

33 Marx to Bolte, UE ll' XXXI 330. 总委员会的．名后来的成员 Townshend 说．

马克思1」 .h 一门都足个＂绅 L... 面恩格斯则足 个“专横的德囚人”｀参见

M. Bpmr ̀ Fifh } Cll八 of ln tema tional Sor ial i.,m (London 、 1937) p. 134 

「 34] The 也n<'ml Coun,·il,,jthe 凡r.<I !ntl' rna tional, ,1,1 inu tes. I 61. 

[35] Ma八to Eng心， Mf;IV XXXI 123. 参见《均克思恩格斯个渠》．中文 1 版，

第 31 卷 125 页

[36] MESW l 447. 

[ 37 ~这篇溃讲足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 (l 他的文柲巾发现并刊行的，文节的题

目冠以《价值、价杞和利润》（ I勺Lue. Pr ice a11d Prufit)。在 11ES lf'I 中占了 50 贞。

[ 38] Marx to 1\ntoineUt' Ph ilip s. ME il').,"<.XJ 504 「．参见《呫克思恩格斯全扎》，

中文 1 版，第 31 卷． 506~507 儿

[39] 办忐尼对办丸思廿论不怕得叙还、这些评论发表「公补沦陷前夕 他说

马克思足＇＇－－个具行敏锐而毁灭忖钾力的德[I中人．专横，妒忌他人的影响力，没有

任何强烈的哲学或宗教信念｀恐怕，共内心充满的泭恨（不过这足公正的）要多

千爱”• (La Rom,／心［ Popoln, nIJ. x＼噜 I 3 Juh 187 1.) 

'40] Marx Lo Kugt>lmann, MEW XXXI 455. 参见《心克思恩格斯全集）．巾文 l

版，奶 31 卷， 458 贞

[41] 参见 Mar、to Engt>ls. M E lf' XXXI 48, 参见《心九思恩格斯令集》，中文 1

版．第 31 卷， 51 贝

[ 421 Ma八 l(I S(·h\eit尔、儿t ElI 沁(.XI 446 参见（屯克思恩格斯令见》｀中文 1

401 



·t兑思传（第 4 版）
Karl Marx A B1ogrnph y, 4E 

版．第 31 心， 450~451 矿

[ 43] En!{小 lo Ma八． MEW XXXI 138 参见《心儿，思，恩格斯全儿》．巾文 1 版、

第 31 卷． 142 几

[ 44'\1a八 10 Enp;小． lfElf'XXXI I 36. 参见《 1" 兑思恩格斯全儿》．中文 1 版．

第 31 也． 140 贝

[ 45] ~a r:,, to Kli n臣 WElr XX\] 417 参见《吵克思，恩格斯全儿》，中文 1 版，

第 31 卷， 424 贞

[ 46 Ma八 1t I 冲阮l. VE！；邓 437. 参见《心儿思恩格斯个从》．中文 1 版．

第 31 卷． 442 一

'47 lf ESIT 1 397. 

[ 48 他对忤价上不能扁行 1866 仆对奥地利的战争这．沦断的肖定．表明『他

多么没介桵触到问题的头顶 但足．他对纠米感到岛兴．囚丿J“使资产阶级渠巾起

米的一切.....都足钉利的 "(Marx In Engel、 .,IIEW X'OO 243) 。参见《马克思恩格

斯全染》．中文 1 版．沿 31 卷． 245 们

[ 49} 参见 H. Morir,an. The Germ1111 SIJ(扣 I I)pmO(·rIII、.pp. 63 (f 

[ 50] lfop orl of Lt'><、ller iCI“I旧＼ orl)(llt息". l f E“ X'\.1 524. 

[51 UESIT I 386. 

[ 52 ,1a八 lo En1?;cl、. ME lf' XXXI 85. 参见《伪允思忍格斯令某》、中文 1 版，第

31 卷, 85 贞

[ 53] [1,i cl. 书p. IOI. 参见《吵克思恩格斯全从》，中文 1 版，第 31 卷， 102 贞。

[54] 乔冶．朵威尔 (Gf'org(• llow<>ll) 1878 年仅称马允息要为“传播不安定的

种f-“负贞．因为他在这次会议 1一一，引进f示孜思，位！ 力克思强烈地合认他与此 'h有

任何关系．虽然吵龙思对朵威尔的回应在从些细节 l· 并不完令正确．但会议记求并

没有捉及马克思由朼卡的关联：对此采取支持态度的个部足认1国人 关「这－点的

资米I 和讨论．参见 H. Coll in., and C. Abramsk}. Karl ．伽rI UI](l the Br iti sh Labour Mo伲

men t. pp. 110 ff 

55 \Ia八 lo Eng小， VEW 邓I 229 络见《均克思恩格斯全庆》．中文 1 版餐

笫 31 卷， 230 贝

56 」 II)](I．参见《书，足思恩格斯令从｀气 卜文 1 版．第 31 卷， 231 贞。

[57] Mn八tu Kug<'lmunn, MEW XXXI 529 参见《心克思恩格斯令儿》，中文 l

版．第 3 I 卷． 53.1贞

4(J2 

58 The Genaa f C,mnc i l of 1hr Fir.,t In terna tional. Minutl'.,, I 349. 

59 Op.,·it.. l 343 f. 

[60] Op.('i1.. I 351. 

[ 61 ] J. Fn•ymond (叫．）、 Lo Pmm戊rI, h心r71(1/11”“山（（如lt' VU, 1962) I 107 

[ 62 」J. Fr('.\ ll1f 111(l.“1I. m l.. I 56. 



笫七部分 国际工入协会

[ 63] Mai飞to Kugelma11n, MEW 529 参见《弓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 版，第

31 卷， 530 页

[ 64 J Marx to Engels, MEW 汹 342 f.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 版，

第 31 卷， 348 贞 a

[ 65] Marx to Engels, MEW XXXII 414 f.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l

版，第 32 卷， 398 页。

[ 66] Ibid., 46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某》｀中文 1 版，第 32 卷， 449 页。

[ 67] 参见 R. Morgan, The German Social Democrats, pp. 63 ff。

[68] Marx to Engels, '1,fEW XXXI 34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梊》，中文］版，

笫 31 卷， 347 页

[ 69] Marx lo Ec-car ius and Le吓ner. MEW XXXII 55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染》，中文 1 版，第 32 卷， 547 页

[70] 参见 General Counci l of the F irst In terna ti onal, Minutes, II 232 [f。

[ 71 ] J. Frt>ymond (ed.), Lu Prem iere In terna ti onale. I 430 

[72) Marx to Meyf' r, MEW XXXII 56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栠》，中文 1 版，

第 32 卷， 548 页。

[73) Marx to 1-:ngPI~, MEW XXXJ] 16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其》，中文 l 版，

第 32 卷， 159 贞，

[74] See in parl1cular Marx飞 leller in Kugelmann 111 MEW XXXIl 638. Also lo Meyer 

and Vogy. M ESC pp. 236 ff.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揉》，中文 1 版，第 32 卷， 625 、

657 页，

[75] Marx to Bolte. ME lf XXXIII 32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媒》，中文 1 版，

第 33 卷， 332~333 页，＇

[ 76] Marx to Engels, MEW XXXI l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 版，

第 31 卷， l7 ~18 页。

[ 77] Ibid. XXXII 23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染》，中文 1 版，第 32 卷，

2l8 页，

[ 78] Engels lo Mar入， MEW XXXJ] 23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 32 卷， 220 页

[ 79] 参见 l872 年 5 月 7-8 日刊出的马克思写在书上的读书笔记： Documents

of the F irst Interna ti onal (Mos c,ow, I 964) II 273 ff 马克思总体地提及了这次巴枯

宁的思想：“一个占怪的纲领．…亳无思想的乱语.....空洞的即席创作”。

[ 80] M. Bakun in, Correspondance avec Herzen et Ogareff (Par is, 1896) pp. 290 ff. 

[81] Quoted in F. Mehring, Karl Marx, p. 404. 

[ 82] 有关国际上人协会的影响，进一步可参见J. Braun thal, History of the Inter

na ti onal I I 06 ff 

403 



马克思传（第 4 版）
Karl M詹rx- A B io graph y, 4E 

[ 83] See further, J. Rouger ie, "Sur !'H i、toire de la !ere In terna tionale" Le Mouve

ment Social (Ma y-June 1965) pp. 30 ff. 

[ 84] Engels to Cuno, MEW XXXIII 461 f.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其》，中文 l

版，第 33 卷． 463 页．

[ 85] 参见本书第八部分第四小节及其后的论述，

[ 86] Marx to Engels, MEW XXIIl 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 版，第

33 卷， 5 ～ 6 页

[ 87 ] " Fi rst Address on the Franco - Pru、sian War", MESW I 488. The some times 

pecu li ar English of the three Addresses is accoun tPd for by the fact that they were drafted by 

Marx in English of which h is command was never perfer·t.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 1 版，第 17 卷， 5 页。

[ 88] Op. ('it.. I 48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个艾》，中文 1 版，第 17 卷，

6 页 n

[ 89] Op. cit., I 45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比）．中文 1 版，第 17 卷， 7 ~ 8 

页。

[ 90] Engels to Marx, MEW XXXIlI 125 f.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巾文 1

版，第 33 卷， 41 贞

[91] Marx to Paul and Laura Lafargue, ME lf'XXXlil 125f.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渠》，中文 1 版．第 33 卷， 134 贞。

[92] MESW I 49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令梊》，中文 1 版，第 17 卷． 290 页。

[93] Marx to Surge, MEW XXXIIl 14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其》．中文 1 版，

第 33 卷， 148 页

[94] MESW I 49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儿），中文 1 版，第 17 卷， 291 页。

[ 95] Ibid., p. 49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揉）．中文 1 版，第 17 卷， 292 页。

[96] Marx to Meyer, Leuers toAmer icans (N!>w York, 1953) p.81 参见《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 版，第 33 卷， 177 jJ扫

[ 97] Marx to Engels, MEW XXXIII 5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共》，中文 1 版，

第 33 卷， 57 页

[98] Engels to Marx, MEW XXXIII 6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奂》．中文 1 版，

第 33 卷， 65 页。

[99] Man: to Kugelmann, MEW XXXIIl 20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渠》．中文 l

版，第 33 卷， 210~21 I 页己

[ 100] Ib id. 

404 

[101] Engels to Sorge, MESC, p.288. 

[ I02] MESW l 485. 

[ 103」最好的全面的历史性评论很可能足： S. Edwards, The Par is Commune 



第七部分 国际工人协会．

(London, 1971) 。马克思自己的文章非常容易地找到： K. Marx and F. Engels, 011 

如 Paris Commune; see also K. Marx and F. Engels, Writi ngs on the Par is Commune, e

d. H. Draper (New York, 1971) 。

[ 104] 恩格斯曾制订了一份抗击普弁士保卫巴黎的计划 这份计划被他的执行

者一一倍倍尔和伯恩施坦-为了销毁他“反叛祖国”的证据而毁掉了。

[ 105] H. Oberwinder, Sozial ismus and Sozialpoliti k (Ber li n, 1887) p. 55 

[ 106] Marx to Liebkne c-ht, MEW XXXlll 20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梊》，中文 l

版，第 33 卷， 202 页 n

[ 107] Marx to Kugelmann, MEW :xxxm 20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渠》，中文 l

版，第 33 卷， 206~207 页

[108] Marx lo Oomela Nieuwenhu is, MESC p.22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 1 版，第 35 卷， 154 页。

[ 109] Marx to F'rankel and Varl in, MEW XXXUI 21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 1 版，第 33 卷， 226 页。

[ 110 J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F irst Interna tional, Minutes, N 169. 

[ 111] Marx to Franke!, MEW XXIII 26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 版，

第 33 卷， 2l8 页。

[ 1 I 2] Marx to Frankel, MESC, p. 26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 版，

第 33 卷， 226 页。

[ I 13]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MESW l 50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 1 版，第 17 卷， 337 页 L

[ l 14 J MESW l 50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实》，中文 l 版，第 17 卷， 342~

343 页。

[ 115] Ib id., p. 51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 版，第 17 卷，

355 页。

[116] Ib id., p.51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某》，巾文 1 版，第 17 卷，

357 页。

[117] MESW I 520 f.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染》，中文 1 版，第 17 卷，

359~360 页。

[ I 18] 恩格斯后来写道｀马克思把“公社无意识的倾向归因于……它或多或少

地对有意识计划的信任＂。参见 Engels lo Bernste in, MESC, p. 366 

[ 119] MESW I 52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l 版，第 17 卷，

361 页。

[ 120] [b id., p. 52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 版，第 17 卷， 362~

363 页。

[ 121 ] Ib id., p. 52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 版，第 17 卷， 368~

405 



马克思传（第 4 版）
Karl Marx A B iograph y, 4 E 

369 页。

[ 122] Ib id.. p. 53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令渠》．中文 1 版，第 17 卷、

370 页

[ 123) Ibid., p. 53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染》，中文 1 版，第 17 卷，

377 页。

[ 124) Ibid., p. 54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坎》．中文 1 版．第 17 卷， 383~

384 页

[ 125] "The Ci,i l War in France" 、 MESl『 I 51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见》，

中文 1 版，第 17 卷， 355 页。

[126] 据凡尔抚当局的估计在最后的．｀流血周”中．有 17 000 人被杀｀后来

调查的数宁比这个数字更高。

[127 」 Man to Domels -.;ieuwenhu is, MES I!'., p. 338. 

[ 128) "The Civi l War in France", MESW I 54 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渠》，

中文 1 版，第 17 卷， 384 页 V

[ 129] Marx to Kugelmann, MEW XXXIII 23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共），中文 1

版，第 33 卷， 236 页

[130] The World, New York, 18 July 187 1. The Lexi is most rearl ily ava ilable in 

"An interv iew with Karl Marx'', Labour Month I). 」unp l972．参见《马克思恩恪斯全

集》，中文 1 版，第 17 卷 683 页

[ 131] Jenn y Marx i n Liebknechts Briefiiier阮I. ed. G. Ecker t (The Hague, 1963) 

p. 169. 

[ 132 J Jenny Marx (dau ghter) to Andrea、 Kugelmann, Dokumen te, p. 263. 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个头》，巾文 1 版，第 33 卷． 667 页

[133] lb吐

[134] Cf. Eleanor Marx lo Liehknech t, Ll'i bknecht~ Br iefwechsel, pp.413 ff. 

c 135] Cf. " Speech on the Seven th Anni ve臼ary of the ln tema li onal", MEW 

XVID432. 

[ 136] See further, A. Lehn ing, From Buonaro tti to Bakw, in (Le iden, 1970) ch. 

VII. On Bakun in, see E. H. Carr, 小chael Bakun in (Lon <lon and New York, 1937). 

Al!>o P. Ansart, Marx et l i1narch i.,me (Par is. I 969). 

[ 137 See further. W. D. McClellan... Ma八isl or Popul飞I? The Russ ian serl ion ol 

the Firs t In terna tional", Etudes de Marxologi c, No. 8 (Par is, 1964). 

[ 138 」 Marx to Engeb, MEW XXXIll 46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共》．中文 l

版，第 32 卷， 452 页。

[l39] 关丁伦敦大会．在下面作品中介」，宫的论还和阐释： M. Molnar, "D ie 

Londoner Konferen 7. der Interna ti onale in 1871", Archii, fil r SozifLlgeschichte (1964) 、

406 



第七部分 国际工人协会

[ 140] Speech at London Conference, MEW CVIl 65 1. Marx expressed very similar 

sen timen ts in his speech in Amsterdam after the Hague Congress in 1872; also in his inter

vi ew with the New York World in July 187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 版，

第 l7 卷， 697 页

[ 141] MEW XVIl 65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 版，第 17 卷，

700 页

[ 142] IbiJ.见《马克思恩格斯全儿》，中文 1 版，第 17 卷， 694 页。

[ 143] Marx lo Jenny Marx, MEW XXXIII 286. 

[ 144] 直至 1872 年 3 月，马克思才谈到“伦敦大会以来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M叩to Lafargue, MEW XXXIII 436) a 

[ 145] Marx to Kwasni ewsk i. MEW XXXIIl287. 

[ 146] "Tbe Alleged Split s in the Interna tional", La Prem戊re Interna ti onal, ed. 

J. Fre ymond, Il 284 

[147]Ma饮to Bolte, MEW XXXIIl32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 版，

第 33 卷， 332 页。

[148] Ma饮to Eccar ius, MEW XXXDl 45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策》，中文 1

版，第 33 卷、 454 页。

[ 149] The F i rst Interna tional: Minutes of the Hague Congress with Rela ted Docu-men-

ts, eJ. H. Gerth (Mad ison, 1958) p. 529. 

[ 150] Ibid., p. 260. 

[ 151 ] Op. cit., pp. 279 ff. 

[ 152] !bid. 

[ 153] Marx to Kugelmann, MEW XXXIII56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

版，第 33 卷， 503 页。

[ 154] Cf. Marx: to de Paepe. MEW XX观 338.

[ 155] Marx to Sorge, MEW XXXIII63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 版，

第 33 卷， 637 页

407 





第八部分

最后十年

一个人像我这样在几乎完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生活的时间越长，精神

生活的图子就越窄匕

—马克思





第八部分 最后十年

一 家中的马克思

19 世纪 70 年代期间、马克思的生活变得非常平静 c 他的家不再是公社

流亡者或者英国工会领导人的聚其地c 虽然他增强了对陌生入的警惕

性——任何一个德国人在经过海伦·德穆特允许进门之前，必须出示书面

的合法韦由证明，然而司马克思仍然乐千接待同悄社会主义的外国人V 但

日常的拜访是限制在他的家人和马克思喜欢称为他的“科学的朋友”的小

匮I -f- 他坚定地拒绝了无数次公开演讲的邀诮。 1 他的情绪还是非常平和

的，对于公开争论的兴趣大大减弱了。

就是在伦敦的时候对这种文坛上的谎言我也从来是不屑一顾的。要

是采取相反的态度，那我就不得不花费我的大部分时间从加利福尼亚起

到莫斯科止到处辟谣。在比较年轻的时候，我有时给以迎头痛音，蔑着

年龄而增长的智慧，使人避免徒劳无益地浪费精力。[2)

现在马克思的口常活动相当规律：他喜欢在上午工作，午饭后散步，

六点钟吃晚饭，九点钟接待朋友。「3] 最经常拜访者是恩格斯。恩格斯在

1870 年搬到了伦敦，住在瑞琴特公园路一套精美的房子中，离马克思这

里步行路程不到十分钟。他常常下午一点到马克思那里，两个朋友要么

在马克思的书房里踱来踱去．地毯两条从一个角到另一个角的对角线都

有了走出来的痕迹，要么在罕普斯泰德荒原附近散步，如果天气好的话－

然而，燕妮仍不能十分乐观地面对她生命中的最后十年：“现在我太老

了 ”,1872 年她写信给李卜克内西，“没有多大指望了，但是最近令人悲

新的市件使我感到 1一分宸惊 恐怕我们这些老年人没有很多盼头了，只是

期望我们的孩了们过得更好一起 “141 1875 年，马克思一家最后一次搬家，

搬到了同一条街上的一栋小一些的优雅的房屋里 虽然马克思仍然不得不

卜分经常地请恩格斯补充他的零用开支 5j，但过去 20 年的经济忧虑巳经结

束仁

女儿们结婚j＇，因此家庭变大了，联系也不那么紧密了～劳拉和保

尔·拉法格存悔牙代表大会之后从马德里回来就定居在伦敦。他们没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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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孩子幸存下来：分别出生于 1870 年和 1871 年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

在婴儿时期就死去了；沙尔·埃蒂耶纳，屯克思的第一个外孙（也是依他

取的名字）．死于马德里，那时他刚三岁 C 作药物恢复精神的保尔，在伦敦

开了个照相凸版印刷品公司。来自较入公司的竞争和他完全缺乏商业头脑

意味着这项事业不可能获得成功。整个 70 年代，拉法格一家（还非常有派

头）都是依靠恩格斯资助生活。「6 l 

拉法格还要对马克思卷入实际的资本主义活动的一次冒险行为负责。

拉法格与勒·穆修合作，后者是一位从公社来的流亡者，也是一位专业镌

版工人，曾发明过一种新型的复印机。他们打算一起开发这项专利。还有

第三个合作伙伴乔治·穆尔，也是一位雕刻家C 拉法格和勒·穆修吵了架，

马克思就取代了他的位置和穆修合作，他的股份是由恩格斯支付的。 1874

年初，马克思关千专利的所有权问题也和勒·穆修发生了争执。为了避免

公开的法律官司，他们决定把案件提交给仲裁人弗里德里克·哈里逊来了

结。这位仲裁人是比斯利的一位实证主义者朋友，那时正从事律师职业。

哈里逊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在他们提供证据之前，我要求他们按规定的仪式，桉着《圣经》发

誓，因为当时法律要求合法的证词＂这大大地惹恼了他们两人。卡尔·

马克思抗议道，他永远不会这样侮辱他自己。勒·穆修说没有人曾指控

他行为卑劣。他们争论、抗议了半个小时，每个人都拒绝当着另一个人

的面首先发誓。最后，我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证人同时“接触《圣

经》＂，不用说词。在我看来，两个人似平要从接触《圣经》的污染中缩

回，正像歌剧中的梅菲斯托菲勒从十字架缩回一样。当他们开始争论案

件的时候，机灵的勒·穆修赢了，因为卡尔·马克思糊里糊涂，支支
五五[ 7 J 
口口。

小燕妮是个热情的亲法者，正像杜西是个热情的亲前爱尔兰者一样。

小燕妮仿效劳拉千 1872 年春天与法国入沙尔．龙格订了婚。在此之前她已

经有点爱上普通的公社社员古斯达夫·弗路朗斯了，但后者在围攻时牺牲

了。龙格曾活跃于国际工人协会，在协会中他与马克思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尽管他有蒲鲁东主义的观点。他曾是公社成员，并担任公社机关报的编辑。

和劳拉订婚时一样，这对恋人＂眉目传情的眼睛”有同样多的欢乐。龙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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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符在马克思家中做了几个法国菜｀每个人都很高兴，除了燕妮·马克思

她本想能够改变一下，女儿能选择一个英国人或·个德国入，”而不要选择

法国人，自然法国人有其民族素有的各种可爱的品质｀但也有其弱点和缺

陷……我不能不担心，热妮作为政治活动家的妻子，也会迵到那种与此分

不开的操心和痛苦的命运”[81 0 

像大多数法国流广者一样，龙格身无分文广他是医学学生，并在皇家

学院 (King's College) 谋到f一份暂时的教职。 1872 年 10 月中旬，他们

在圣潘克拉斯登记处结了婚之后，就搬到牛汴（、龙格试图在那里找－·

份法语家庭教师的工作。但是．他们很快搬回 r 伦敦，因为燕妮不岂欢

“牛津的正统而自大的气氛……它佯为科学之地”｀订像她在给库恪曼的

信中写逍：

伦敏有莫丹那别墅，在别墅二模的起居窐里，我常常可以找到我亲

爱的摩尔。表不能对你表达出和他分寓的时候，我感到我是多么孤独。

他告诉羲售也非常褐念戒，井说在我不在身边的时候，他总是把自己关

在屋垦．“`…虽然巳经结婚了，但我的心和以前一样一直想念着他所在的

地方，对氧来说，其他地方的生活不是生活。[9)

小燕妮在当地的一个商人家庭作了家庭教师．教唱歌和演讲课，在此

期间，龙格在皇家学院终千获得了讲法语的终身教职。虽然龙格不像拉法

格一样与马克思苟家很亲近，但小燕妮一」勹是马克思喜欢的伙伴 她的第

一个孩子在幼年时死去，而在她 1883 年去世之前又生 r五个孩子n 马克思

特别喜欢最大的孩子让（或者琼尼），他称掠尼是他的＂掌上明珠”，他喜

欢连续几小时地和他．一起玩耍．玩着曾和自己的孩f·玩过的同样的喧闹的

游戏。 10!

囚此，在三个女儿中．只有爱琳娜没有结婚C 11 仆龙格追求燕妮的时

候，爱琳娜深深依恋若普罗斯比尔·奥利纠耶·利沙加勒，一位华而不实

的法国巴斯克人， 34 岁，正好是她年龄的两倍，） ll」他足一名新闻记者，在

公社中很活跃，单独一人保且f最后一逍诲要守住的街垒。但他太过千个

人主义了．不拥护任何一个政治思想派别。拉祛格一家故意怠慢坚持不懈

的利沙加勒。爱琳娜写信给姐姐燕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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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晚上利沙又来了…．．．劳拉和拉法格又一次和每一个人握手……

独独没有和他握手！他们的行为都非常奇怪。要么利沙加勒是保尔的信

中和他自己的行为所表明的完美绅士．所以他应被如此地对待；要么他

根本就不是绅士．所以他不应被我们这个或那个人所接受，但就劳拉方

面而言，这真的不像是淑女行为．非常令人不舒服。我唯有惊奇利沙加

勒毕竟来了。[l3)

马克思也不喜欢这种结合，拒绝提到任何＂订婚＂的事。爱琳娜说他

对利沙加勒不公平，但正如他给恩格斯的估中写道：

我只要求他不是讲空话，而是提出证据来说明他比自己的名声更好些．

从而可以有一定的理由去信赖他。你可以从回信中看出．这个“坚强的人

物”是如何行事的。真糟糕．为了孩子，我的举动必须非常温和而慎重。l 1• l 

马克思相信他的干涉将会迫使利沙加勒＂强作欢颜＂｀15] 。但是当恩格

斯不咑智地把马克思的信给燕妮· 11克思看的时候．她强烈反对她丈夫的

态度。, 16 她宣称她是唯一理解女儿的，并默许利沙加勒去布赖顿看爱琳娜，

同时一直与她通信，并送成篮的特别食物和农服给她

与此同时，爱琳娜一直尽力使自已经济独立， 1873 年夏天，在两个牧

师和马克思 40 年代的同事老阿尔诺德·卢格的帮助下．她在布赖顿的密西

斯．在尔开办的女子寄宿学校找到f一份教职 但她仍在苦苦想若利沙加

勒，她的身体垮下来．不得不回到伦攷。整个 1872 年，她一直陪若父亲．

无论是在家还是去哈罗盖特和卡尔斯巴德·马克思禁止她见利沙加勒，她

就请求父亲．这可能发生在 1874 年中：

我想知道，亲爱的摩尔，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再见到他。见不到他，

这是多么痛苦。我－一直在尽我最大的努力忍耐，但非常困难。我感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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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再支持多久了。一我不期盼你说他能够到这里来一－－我甚至不应

该奢望，但我不能偶尔和他一起散会步吗？你让我和吴亭，和弗兰克尔

一起出去，为什么不能和他？而且看到我们在一起，没有人会惊奇，因

为每个人都知道我们订婚了……

当我在布赖顿病得非常厉害的时侯（在我一天晕倒两三次的那一周

里），他来看我，每次都让我更坚强、更快乐，也更能担当起我肩膀上的

沉重负担。我这么长时问没有见到他了。尽管我尽了所有的努力去快乐

起来，可是我开始感到如此地悲苦。我可能（活不了）更长时间

了。一一－相信我，亲爱的摩尔，如果我偶尔可以见到他，这对我将比安

德森夫人”“开的所有的药方加在一起都更有益处一一－由于经历过，我
知道。[ II) 

年底，她恢复了健康（马克思曾把她的病悄很大程度上归结为歇斯底

里＂．）．并且继续与利沙加勒愉快地通信。利沙加勒喜欢称她为“我的小

妇人”[20] 。马克思后来似乎放松f对爱琳娜的限制，因为 1875 年和 1876 年

爱琳娜在新闻写作和出版计划上一直在帮助利沙加勒，她把利沙加勒的杰

作《公社历史》从头到尾地翻详成了英文，该书 1876 年在法国出版，马克

思在该书的校对翻译稿上提供了大叶的帮助C 但节政府的特赦使得利沙加

勒 1880 年可以返回巴黎时．爱琳娜没有跟随他 这些年间，爱琳娜韦务缠

身，与父亲疏远了，和母亲的悄况甚至更楛：

在这些常年困苦的时间里，我和父亲之间有一片阴影．．．…然而我们

之间的爱永远是一样的，无论如何，我们永远彼此信任。母亲和我彼此

深爱，但她不像父亲那样了解我。在我的生命中，最为痛苦的事情之一

是我的母亲去世了，想到尽管我们怀着所有的爱．我曾偈攫和不近人情，

但我永远不会认为：为了不让她和父亲难过，我曹牺牲了我最美好的、

最新鲜的年华。而父亲，虽然直到将近最后才了解了我，认为他应该信

任我－我们的天性如此地相似！……父亲谈到我最大的姐姐和我，说

“燕妮最像我．而杜西...…就是我”。[21]

为了转移悲和，爱琳娜投入到了政治活动中：写文章，特别是关千俄

国的文章；在伦敦学校委员会选举中替自由思想候选者拉票。她还进行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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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和写纲要的工作，并长时间地待在大英博物馆，在那里她遇见了萧伯纳。

当母亲越来越多地因谈话而忽略了客人时，爱琳娜开始承担起招待来访者

的女主人角色，一些来访者对她的外貌、活力和政治领悟力都大加赞赏。

社会民主联盟的创建者海德门，关于她曾写道：

爱琳娜是她父亲最喜爱的一个，她的外貌已经达到了年轻女孩子和

父亲相仿的极致。宽阔的、低矮的前额，乌黑发亮的眼睛，散发光芒的

脸庞，快活幽默的笑容，她从父亲那里继承了犹大风格的鼻子和嘴巴，

同时她有着完全和父亲匹敌的自然活力和决断力，有着她能够但还从来

没有达到的文学和政治成就的智力一因为她不但是一位敏锐的政治家，

也是一位社会学家。可能，她感到自己有点被父亲的天才遮盖了，她无

法看到父亲的不足。 22l

19 世纪 70 年代末，爱琳娜努力展开她的戏剧职业，对戏剧的兴趣是从

父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 马克思一家一直对莎士比亚有着浓厚的兴趣，并

成为对其悲剧做新的艺术处理的亨利·厄尔文的狂热推崇者。在爱琳娜的

协助下，燕妮·马克思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发表在《法兰克福报》上，以

捍卫厄尔文以及他“对莎士比亚特别的、忠实的而又富有创新性地刻

画”(23 I 。爱琳娜是新弗尼瓦尔莎士比亚协会的热心会员，是诸如厄内斯

特·雷德福和多莉·梅特兰这些男女演员的朋友。她还是莎士比亚读书俱

乐部的会员，这个俱乐部经常在马克思家里举行聚会。这个俱乐部的一个

会员玛丽娅·昆敏夫人，这样描写了在一次聚会中的马克思：

他是一位愉快的听众，从来不提出批评，常常能把握到正发生的任

何有趣的事情的精神实质，在受到触动的时候．尤其是喜剧，就开始笑，

直到笑得眼泪顺颊而下—~但在精神上却和我们

任何一个一样年轻。他忠诚的朋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也是一样地自

然流露。心l

然而马克思无论多么喜爱参加俱乐部的活动，他也不赞成女儿以此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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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职业，爱琳娜盲到 1881 年 7 月才公开演出（当时她出现在两部法国独幕

剧中） 恩格斯观看了演出，给马克思写逍：“杜西在充满激情的场面中演

得很出色，但是看得出来，她是在模仿义伦·特里，就像雷德福模仿厄尔

文一样 不过她很快就会改掉这种习惯的。如果她想给观众留下印象，就

一定得发展自己的风格，而这一点她自然是能做到的~ n [25. 虽然由于疾病和

父母亲的去世一度中断．但爱琳娜仍然坚持她所追求的目标勹最终她与她

后来的丈夫爱德华·艾威林一起，为那个时代的戏剧做出『重要贡献。

二工作

在国际工人协会的年代里．马克思几乎没有时间继续他的经济学研究。

1871 年 11 月底，迈斯纳告诉他《资本论》第一版已经差不多卖完了，讷

他（付给 500 泰勒版税）准备第二版，价格比第一版便宜些，计划以 12 个

独立的小册子发行。马克思为此忙了 18 个月＿最后一个分册直到 1873 年 6

月才出版，主要原因是莱比锡发生了长时间的印刷工人罢工。他对笫一立

作了重大改动，对此他的女儿燕妮说：“他很少这么高兴'• 26, 。第一个外文

译本是俄文， 1872 年 3 月出版 这个译本由年轻的民粹主义者罗帕廷开始

翻译，他 1870 年夏天移居到伦敦，在马克思指导下在英国博物馆开展工

作，同时向爱琳娜学习英语。罗帕廷没有究成翻译工作（他为了营救车尔

尼雪夫斯基出狱而返回了俄国、这次营救并没有成功）。翻译工作由丹尼尔

逊接过来，这是一位羞怯的民粹土义学者。他在从银行工作回来后（他在

这家银行工作f 50 年）．常常用晚上的时间进行翻译。有些令人担心的是，

沙皇独裁的审杳可能会禁止该书，但他们感到这本书如此“艰涩，而且几

乎不能理解”，以至于得出结论说： ＂佷少有人愿意读它，理解它的人就更

少厂＇＂。他们在此犯了一个错误：俄文版比其他任何版本都卖得好，该

书被热情地传来传去一一－有时候包着《新约》书皮。马克思甚至没有时间

修改第一章，虽然他愿意这样做。他写信给丹尼尔逊，抱怨国际工人协会

要求他做种种串情：“当然，总有一天我会把这项工作全部搞完的，但也有

这样的情况，即责任感往往促使你去做那些比起理论的探讨和研究来较少

具有吸引力的事情 ”128

甚至在总委员会 1872 年迁移到纽约之后． 1873 年马克思在伦敦把大部

分时间都用千处理未了结的零星韦务。 1873 年秋，他的健康严重恶化。

1873— 1875 年他的确是几乎没有时间做法文版的工作。把《资本论》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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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法文的计划早在 1867 年就有了，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地理学家的兄弟

埃里·勒克律，在马克思以前的导师莫泽斯·赫斯的帮助下开了一个头，

但他很快就放弃了。直到 1871 年（在不少于其他五位译者试图完成这项工

作之后），马克思与罗伊进行了商谈，罗伊作为费尔巴哈的翻译，享有盛

誉。他当时是波尔多的一位学校教师。从伦敦来回地邮寄稿子的各个章节

部分自然会延缓进度，而罗伊在辨认马克思字迹方面的困难又进一步延长

了脱稿时间（他是根据德文第二版的原稿来翻译的） 马克思通过拉法格

幸运地被介绍给极其活跃的巴黎出版商莫里斯·拉沙特尔，后者最近曾被

流放到瑞士。马克思赞成拉沙特尔的建议，即以分册的形式出版，因为

“这种形式会使得著作更容易接近工人阶级，对我来说，这种考虑比其他任

何考虑都更为蜇要“[29 I 0 

1872 年 2 月马克思与拉沙特尔签订f合同 c 但书要由作者承担出版费

用。马克思向他的表兄弟奥古斯特·菲利浦请求经济资助，菲利浦回信说：

“如果需要，我作为朋友和亲戚当然愿意帮助你，甚至是在金钱上；但由千

你的政治目的和革命目标，我不会那样做。”1.30 而罗伊的翻译并没有达到马

克思的高标准，他感到自己必须要整句甚至整页地重写，结果第一分册直

到 1875 年 5 月才刊行一推迟的原因部分由千马克思的健康，部分由于罗

伊的缓慢进度，还有一部分是因为拉沙特尔在他的这个版本中很希望刊出

马克思的照片（这样可以出其不意地抢在俄国出版商前头，俄国出版商的

照片被政府禁止刊登，理由是这意味着对马克思入格的过分尊崇）。马克思

说，这比他“用法文重写这整部书还要费劲”31 ？他在这个版本的后记中

写道：“这个版本具有独立于原书的科学价值，甚至对有能力读德文的读者

也是有用的"r 32 l 0 

在法文版宪成之前，马克思就收到了他的德国和俄国出版商的督促信，

要求出版第二卷。 1876 年 10 月，恩格斯向库格曼保证说“第二卷的工作

日内将重新开始”[33] 。两年后，马克思只是模糊地希望笫二卷能在 “1879

年底“完成。[3411879 年 4 月，马克思在给丹尼尔逊的一封长信中说明了情

况。他刚刚得知政治形势恶化将妨碍他的第二卷在德国出版的消息。他几

乎是欢迎这个消息的，因为除了健康之外，还有别的原因迫使他延迟。首

先，英国正在经历与以往极为不同的经济危机，“因此，必须注视事件的目

前进程，直到它们完全成熟，然后才能把它们｀、消费＇到｀生产上＇，我

的意思是｀理论上＇＂［35] 。其次，正如马克思坦率解释的那样，“我不仅从

俄国而且也从美国等地得到了大批资料，这使我幸运地得到一个能够继续

进行我的研究的｀借口＇，而不是最后结束这项研究以便发表”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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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逊曾一直给马克思提供大鼠的俄国自从农奴解放以来的农业经

济学著作，这些著作有时使恩格斯和燕妮都激动不已。这个主题占据了马

克思的头脑，特别是在 1876 年和 1877 年。正像恩格斯所写的，马克思

1870 年以后，研究”农学，美国的特别是俄国的土地关系，货币市场和银

行业，最后，还有自然科学，如地质学和生理学，特别是独立的数学研究，

成了这个时期的许多札记本的内容”「37 0 

对俄国农业发展的研究启发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中关千地租的

思想，正如英国工业的发展为第一卷阐述的思想提供了现实例证一样。为

能够研究第一手资料、马克思专门学习了俄语。像在 19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时一样，马克思积累了数址庞大的资料，但是此时他缺少在这方面有

所作为的综合的能力和内在动力 e 在他逝世之后、恩格斯吃惊地发现马克

思的稿纸中有超过两立方米的材料全是俄国的统计数字。在这些年中，马

克思用他那细小的字体几乎写满了 3 000 页纸－这些手稿几乎全是他的

阅读笔记 在以后的岁月中，他变得着迷于这种阅读：他不再有创新的力

量，但至少还可以吸收 这样， 《资本论》第三卷手稿实际上保留在

1864—1865 年来的水平 1870 年，马克思几乎对第二卷中的一半进行了重

写，但以后只做了小部分的添加与修改，因为他意识到，正如他在去世前

不久对爱琳娜所说的，恩格斯义不容辞地要为《资本论》“'做出点什么＇

来”[38] 。马克思一直秘密地进行手稿的工作，任何人都不知道，包括恩格

斯。恩格斯后来写信给倍倍尔说“要是我知道的话，就会使他日夜不得安

生，直到此书写成并印出来为止。这一点，马克思比谁都知道得更清

楚”[3·1 。事实上，手稿是如此的凌乱，以至于恩格斯只能在马克思逝世之

后 11 年才印行了《资本论》第三卷。

马克思内心本不很悄愿完成他的经济学著作，这由于 70 年代压在他身

上的任务分散精神而加强了。他与人合著了两个《资本论》第一卷的缩写

本，在德国是和约翰·莫斯特｀在荷兰则是和多梅拉·纽文胡斯。他不仅

帮助爱琳娜把利沙加勒的书翻译成英语，而月还在德文翻译中给予大旦的

细节上的指导 他不喜欢可能会成为他女婿的利沙加勒，这种情感被他对

利沙加勒的《公社历史》的赞赏冲淡了 70 年代中期，马克思腾出一些时

间帮助恩格斯写《反村林论》｀这本著作以其系统性和清晰性，在马克思

主义领域享有盛誉，其发行量大大高于《资本论》<: [ 40} 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

之后不久写的第二版序言中，说他把全部手稿都给马克思读了，说事实上

马克思写了评论杜林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史〉论述》的一章。

在生命的最后门了里，马克思变得越来越接近在当时知识界流行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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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主义 这一倾向，开始于《反杜林论》，在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

巴哈》和《自然辩证法》中得到延续，并在苏联教科书中的辩证唯物主义

达到顶点 正是这一倾向代表若作为哲学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其内容是

客观规律，尤其作为实在的基本要素的、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物质的辩证运

动规律C·这与诸如《关千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的例

证迥然不同 恩格斯一直有着这种对自然科学范型的倾向，马克思却并非

如此，例如，马克思对达尔文主义持有更多的保留态度。

马克思曾一直对达尔文的著作极为钦佩。他在 1860 年，即《物种起

源》出版的第二年就阅读了它，并马上写信给恩格斯说这本书”为我们的

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4t l 。他认为这本书最后驳倒了宗教目的论，但

他很遗憾”这本书用英文写得很粗略”[4! 。然而，两年之后他的这种观点

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达尔文在动植物界中重新认识了他自己的英国社会

及其分工、竟争、开辟新市场、 “发明”以及马尔萨斯的“生存斗争”。

这是霍布斯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使人想起黑格尔的《现象

学》，那里面把市民社会描写为“精神动物的世界”，而达尔文则把动物

世界描写为市民社会。[43)

1866 年马克思义写信给恩格斯，甚至有了更多的批判：在达尔文那

里，进步是纯粹偶然的，在运用到历史和政治方面，这部著作没有更多的

内容。[44吾虽然他承认达尔文的著作可能有“无意识的社会主义倾向＂，但是

任何想把整个历史归到达尔文“生存斗争”思想下的人，都只能证明其

“思想”的无力。“马克思无疑用了生物学的比喻来表达他的思想，认为他

在研究经济结构时运用的方法更类似于生物学，而不是物理学或化学。马

克思在他本人和达尔文之间作的唯一的宣接比较｀是在写给斯图加特《观

察家报》的对自己作品的一篇讥讽式评论中表达出来的。l•6) 但这只是表明

马克思很欣赏达尔文的著作，并不说叨他用了与达尔文研究自然一样的方

法着手研究历史。因此，恩格斯在他那篇著名的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讲中把

马克思和达尔文的观点等同起来是极大的误导。(47,

不过，马克思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中对自然科学（物理学，地质学，

尤其是数学）的关注确实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他还对刚出现的人类学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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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兴趣，并热心于路易斯·厗尔根的片作。路易斯·)乍尔根曾是一位极受

炸敬的作家，但他的学术声望并没才j仆后来的研冗中持续下来 1880 — 

1881 年的冬大，心克思卜分认贞地对陕尔根的《占代计会》作（上自贞的

摘录。恩格斯孔他后来的《家庭起源》II) • I3 中运／fl f这些摘录材料e 摩

尔根著作中特别引起马克思兴趣的是原始部裕的民扣政治组织以及他们的

财产共钉。马克思并没有受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判断的影响，而这一影响

渗透到摩尔根的竹作中；马克思似乎也没 1门象恩格斯那样对摩尔根的成就

极其钦佩。特别足，他没布石到原始共产E义和木来共产 E义社会之间有

任何密切相似之处 4、

三健康

使马克思不能完成他生命著作的足他的疾病＾到 l9 世纪 70 年代初，

他早期的生活方式和穷困无可挽回地损打『他的健康～在他生命的砓后卜

年中，为了寻求身休的健康他不得不从·个疗养点到另－个疗养点，这种

让人同情的奔波越来越占摒了中心位罚c. 187 l 什 4 月、恩格斯告诉库格妥，

自从普法战争的爆发马克思放弃理论 I一．作以米，他已经开始”相当合理”

的生活：他大部分时 II 都要散步两个小时到汉普斯泰德，并且如果他感到

不适，就迕续儿个星期不沾啤洒。[49｀们是他一币新回到理论工作（继续把

《资本论》第一卷译成法文），旧病就会严币复发：大脑的压力以及随之而

来的失眠｀即使大剂屈的安眠药也不能使之缓解。旬一次突然发作都让人

提心吊胆。恩格斯说服他 1873 什 5 月到曼彻斯特咨询恩格斯的私人医生龚

佩尔，他也足马克思唯一完全信赖的仄生。代佩尔给（马克思一个要严格

心守的医呡，绝对禁止他每天 lf．作超过 4 个小时心这大大改善了马克思的

健胀，但到秋天头剕又复发f｀马克思义一次到北方去肴龚佩尔医生。他

在精神儿乎崩溃的爱琳娜的陪伴．广在哈罗盖特又进行 r 3 个星期的水疗。

马克思的时间都用千读圣贝夫的《夏多布里昂》 一书，他认为这本书”用

新创的辞澡来加以炫耀； l扣伪的探奥，月凸庭式的夸张，感情的实弄，色

彩的变幻，文字的雕琢，矫揉造作，妄 H 均大，总之｀尤论在形式上或在

内容上，都足前所未有的谎言的大杂炫＂'"、龚佩尔发现马克思的肝脏肿

大，就强烈建议他去卡尔斯巴德疗养。在哈罗盖特的治疗节然没有使病悄

q) 即《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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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而当痐在冬天复发的时候，马克思仍然受着失眠的困扰，不能进行

任何认哀的写作或者 1二作一－－这种境况他描述为“对于任何一个不愿意当

牲畜的人来说，事实上等千宣判死刑””,1874 年 4 月，他在拉姆斯盖特

待了 3 个星期， 7 月份在扑特岛逗留f一阵，这里居民的宗教狂热使他大

为惊讶。为了照顾爱琳娜（她的神经疾病再一次使她处于崩溃的境地）和

参加外孙杳理（他活了不到一年）的拌礼，他不得不离开了怀特岛，这

样，马克思暂时没有了外孙——4 个出世的外孙都在幼儿时期就死去了。

1874 年 6 月底，马克思终千决定采纳龚佩尔的建议去卡尔斯巴德，这

是一个颇受欢迎的矿泉疗养胜地，坐治在波希米亚（现在捷克斯洛伐克共

和国的西部）艾根河险峻的河岸上。早打 1869 年，库格曼曾试图劝说马克

思和他的女儿燕妮去那里，马克思断然拒绝了，因为这是个“无聊而又费

钱的地方””。现在．由 F经济状况好转而健康每况愈下，他决定去那里．

带着爱琳娜随行 这次旅行由库格曼安排，他在目耳曼尼亚为他们在一家

价格比较适中的旅馆订了房间 官方游客名册的记录是：“查理·马克思先

生，平民，与女儿爱琳娜一起，米自伦敦＂勹作为平民，马克思必须支付双

份的疗养税复但他希望这个自我说明可以“消除了我是恶名昭著的卡

尔·马克思的嫌疑＇｀｀) C 关于预料中的密察方面的麻烦，马克思在启程之

前就巾请入籍为英国国民 8 月初，他的律师向英国内政部递交了这份目1

请，并附有四位极受尊重的住户提供的必要的推荐信。但是，内政部拒绝

了他的请求，而且拒绝给出理由。事实是，伦敦瞥察厅向内政部传送的悄

报是该申请者足｀｀臭名昭著的德国煽动家”,“不忠于自己的国王和国

家”[541 。马克思在卡尔斯巴德没能逃脱赞方的不断监视，虽然报告只说他

的行为“没有任何可疑之处”「55

马克思非常认真地进行治疗，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把自己变成了某种

机器。他最晚 5 点半起床，接着散步到 6 个不同的矿泉水区，在每个地方

都要喝一杯水，时间间隔是 15 分钟。早餐是特制的药物面包，早餐之后要

散步 1 个小时，上午半响时，要在城外的一个咖啡店里喝咖啡。接着是在

周围的小山上继续散步，然后同到旅馆．以换换环境，在午饭之前打个扽。

每隔一天打吨之前还要冲个澡 午饭后仍是继续散步，或者组织好的参观，

接若是一顿便餐｀之后早早口杠所有的活动都在晚上 9 点结束。马克思

非常喜欢这种生活，尤其是在松树稷盖的厄尔上山花岗岩山麓中长距离地

散步。他还喜欢给比较引人注目的过路者起一个诙谐的绰号。弗兰契斯

(D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令极》．中文 l)版、第 33 卷， 118 页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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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库格曼回忆起一次参观资器作坊，在那里他们看到一个人正在操纵着

一架旋转着的复杂机器Q

“你的工作一直都是这样吗＇I" 马克思问他，

吗？”“没有＂，那人回答递，“数年来我没有做过其他任何事情。只有通

过实践，一个人才能学会操作这种机器，把难以制作的形状变得光滑和

完美。”“因此劳动分工使人类成为机器的附庸＂，当我们往前走时马克思

对我的父亲说，”他的思维能力变成了机械记忆。”`56 』

-- 
下午和晚上．马克思通常更愿意和一些人一起，进行轻松的谈话，诸

如著名的画家奥托·克尼勒和西蒙．多伊奇（奥地利新闻T作者，马克思

从巴黎时期就记住了他） 不论是散步还是在旅馆后的涵台上写信，父亲和

女儿都形影不离。据爱琳娜说，在卡尔斯巴德，尽管她在对入的态度上仍

然有着令入尴尬的直率，几乎不停地在抽烟，但她和父亲相处得非常好，

”他惊人的历史知识使得我们走到的每一个地方的过去比现在还显得栩栩如
生”[57] 。

对马克思来说，在卡尔斯巴德唯一令人不快的事情来自库格曼。从他

居留一开始，马克思就对“这个人的挑剔或粗野“感到讨厌，“这使他毫

无理由地把自己和家庭生活弄得很不愉快”S8'> 不幸的是，库格曼为马克

思选择了一间位千他自己和爱琳娜之间的房子，结果是一

……不仅当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而且当我单独一人的时候，我都

感到有他在场。我对他那种用热情的声调郑重其事地发表的滔滔不绝的

无稽之谈还能忍受……但当他因闹家庭纠纷使我过于厌烦时，我就再也

忍受不住了。这个学究气十足的资产阶级浅薄之徒认为．他的妻子似乎

不懂得、不理解他那专注于最高宇宙问题的浮士德式的禀性，因而以极

其恶劣的方式来折磨这个在各方面都比他强的女人。因此、我们之间终

于发生了一场争吵；我搬到了上一层楼，完全摆脱了他（他使我的治疗

受到很大妨碍）．直到他启程（上星期日）之前我们才重新和好。但我向

他坚决表示，我不去汉诺威了』L5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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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爱琳娜说，库格曼夫人（爱琳娜对她怀有深深的敬爱）的丈大总是

告诉她，她对他提供给她的好处没有表示足够的感激，“在昏暗的门子里，

库夫人还没有扬起自己的剧装，宏大的舞台就开幕了 “[60) 。弗兰契斯卡后

来写道、还有其他意见不一致的地方：马克思和库格曼在一次长距离的散

步中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库格曼“试图劝说马克思停止一切政治宣传活动，

首先完成《资本论》第三卷”[61] 。这一直是一个极易惹火马克思的问题。 9

月 21 口，马克思和爱琳娜离开了卜尔斯巴德，有意不去汉诺威。他们先是

去莱比锡拜访李卜克内西。当时威廉·布洛斯刚被从狱中释放，李卜克内

西就带着他们迎候了他。布洛斯当时是社会民主党的新闻工作者，后来成

为维尔腾堡政府总理。他后来写追：

我激动而高兴地迈过监狱的门槛。门外站着李卜克内西和他的小儿

子。[62] 他旁边有一位年轻美丽的女孩挽着一个人的胳膊。这个人高高的个

子，瘦瘦的身材，五十来岁，长长的白色胡须，只有嘴唇上的胡子是乌

黑的。他容光焕发，人们可能以为他是一个快乐的英国老头。但我看过

他的照片，所以一下子就认出来了．．．．．．［63 J

然后他们去柏林看望了马克思的妻弟埃德加尔。埃德加尔是一位小公

务员，并以此谋生，他仍然保留着对共产主义的同情。在去汉堡看过迈斯

纳之后， 10 月初他们回到了伦敦

马克思第二年独自去『卡尔斯巴德。他出门在外的旅行巾于与一位天

主教神父的交谈而变得生动起来，马克思以一瓶法国科涅克上等白兰地成

功地打破了这位神父的沉默。一到目的地，他就在家信中宣称库格曼不在，

对他的健康是一个极大的帮助；他开始享受长距离地散步，开始享受比尔

森啤酒。他花大昼的时间与马克西姆·考瓦列夫斯基在一起，后者是一位

俄国的自由派贵族，他同样对俄国的土地所有权历史有兴趣，后来他成了

伦敦的常客..考瓦列夫斯基没有社会主义倾向，但深深敬仰着马克思，这

些日子在马克思的生活中逐渐占据了库格曼最近留下的位置。

瞥方继续密切监视马克思，但对布拉格的汇报不过是“他过着安静的

生活，几乎不与别人交往，自己常常长距离地散步＂。治疗很有效果，恩格

斯 1875 年 10 月提到：“马克思从卡尔斯巴德回来了，完全成了另外一个

人，更加壮实、容光焕发、精神饱满、身体健康，很快就能够重新全力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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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年，也就是 1876 年，马克思又回到了卡尔斯巴德。这一次他带着

爱琳娜，说他过去一年非常想念她。他们按照呡咐待了一个月，稍微进行

了一些社会活动一—主要是与德国大学的教授们交往，在这个四子里所有

人都希望谈论的一个问题是：你对瓦格纳怎么看？马克思的观点极尽嘲讽。

爱琳娜的健康让马克思异常焦虑，在他们停留的奻后一段时间里，她差一

点就患上了严重的肺炎。在回程中，他们到布拉格与库格曼的妻弟、商人

麦克斯·奥本海姆一起待了·－段时间，之后绕道经过宾根和克罗茨纳赫，

因为马克思想给女儿看一看他结婚和度蜜月的地方。

1877 年，马克思没有去卡尔斯巴德，而是去 r位千莱茵兰地区的小疗

养地诺伊恩阿尔。他对恩格斯进行了详细的解释，说到卡尔斯巴德去费用

将极端昂贵，因为燕妮这一年不愿意被留在伦敦；而且换一种饮食起居方

式可能会有益处。恩格斯回了信｀给了马克思一些他在 1849 年战役中曾用

过的布莱克森林的详细地图。 1878 年俾斯麦反社会主义法令剥夺了马克思

去德国或奥地利疗养地的机会、这一年．他不得不凑合着去了一个差不多

的地方一英国的马尔文。他与妻子、女儿燕妮和外孙一起去了，三个人

都病得很严重 他们在那里的时候、莉希．白恩上（恩格斯自从玛丽去世

之后一直与她生活在一起）在经受长时间的折磨之后死千膀胱肿块 恩格

斯按照英国教堂的仪式在她去世的床边与她举行了婚礼。马克思在下一年

去了泽酉但在他的第三个外孙埃德加尔出生之后，不得不返回到拉姆斯

盖特和女儿燕妮在一起。在这段时间．马克思一家都忙千燕妮·马克思的

疾病一无法治疗的肝癌。 1880 年，马克思带着妻子首先去了曼彻斯特看

望了龚佩尔，接着到拉姆斯盖特多待了一段时间。由于长时间卧病在床，

又不信任医生、燕妮需要家人一直照料。到下个卜年到来的时候，疾病与

气候的话题充斥了马克思的信件，压倒了其他一切事情－这可以理解，

鉴于马克思自己的疾病和发生在家庭中的不幸，一现在他已身心交瘁：

总之，他的公开活动结束了。

四欧洲景象

国际工人协会的衰亡和欧洲工人阶级运动的四分五裂，意味着 19 世纪

70 年代民族自治党派得到了发展。和以往一样，马克思希望战争成为革命

的催化剂 1874 年他写信给左尔格说：“整个欧洲的形势是这样：它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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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导向欧洲大战 我们必须通过这一关，然后才有可能考虑采取欧洲工人

阶级的某种决定性的公开行动。”“唯一存在无产阶级政党的国家是德国，

正如马克思曾经预料的那样，工人运动的重心在普法战争后发生了转移

正是德国在 70 年代占据了马克思大部分的注意力。更确切地说，在德国存

在两个无产阶级政党、爱森纳赫党和拉萨尔追随者的团体，他们在 70 年代

初试图合并起来。·普彴士领导的隐国统一、施韦泽辞去拉萨尔派的主席职

务以及巴黎公社余波中俾斯麦对两党的镇压，都推动了这一进程 他们第

一次规模很大的选举活动的成功表阴这炳个党获得f几乎相同的选票，谈

判拉开了序祜，并在 1874 年底基本上达成f协议 1875 年 5 月，在德国中

部的一个小城镇哥达将通过统一的纲领c

德国内部的这些事悄一定程度上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参与的情况

下进行的＂6c 马克思和恩格斯被激怒了，这不仅因为纲领的内容，还因为

并没有向他们征询意见这样一个中实－恩格斯 1875 年 3 月给倍倍尔写了一

封长信，在信中他扼要地重述了纳入到纲领中的、个能接受的拉萨尔派的

提议：把所有 1臣无产阶级政党都石作“反动的一帮“加以反对，缺乏国际

主义精神｀关千“铁的工资规律”的观点，以及没有考虑工联的作用。并

说如果纲领被采纳，他们将会与李卜克内西断绝关系。:b1] 马克思 5 月份亲

自给白拉克写了一封信，说“一步实际运动比才T纲领更重要“68 e,在马

克思看来，爱森纳赫派本应使自己为联合行动达成某种实际的协议。实际

上，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大会之后就立刻与纲领划清了界限。马克思在信中

还附 r一份题为《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儿点意见》的手稿，请白拉克把该

文散发给爱森纳赫领导入｀李卜克内西认为谈判还为时过早，应缓一缓，

因此只是让几个爱森纳赫领导人看了这个文件，却没有让倍倍尔等人看。

直到 1891 年该文才刊行出来，以《哥达纲领批判》而闻名。这篇文章是马

克思最重要的理论文献之－。

《哥达纲领批判》行文采取f提“几点意见”的形式，其中包含两个

皿要内容：一是对纲领中有关分配国家财产观点的批判；另一个是对纲领

中国家观的批判。就第一点来说．马克思反对“把那些在某个时期曾经有

一些意思，而现在巳变成陈词滥调的见解作为教条重新强加千我们党”(691

他在公开官称的劳动所得屈千社会 4切成员的观点中没有发现非常革命性

的东西，囚为“这个论点在一切时代都被当时的社会制度的捍卫者所承

认“70 。马克思进．步批评纲领没有押击 l 地所有者和资本家 对“公平

的分配”和“平等的权利”的讨论模糊不怕； T 人应该得到“不折不扣的

劳动所得“这样-.个观，r沁完全忽略了资本更新、社会公共部门的管理、

贫困救济等的必要支出。在未来的共产 K义仕会，“劳动所得“这个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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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会屯尤意义．囚为：

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墙的社会里，生产者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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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J 

接竹马克思描述了廿．江上义社会第 阶段社会产品的分配噜由于它是

“从资本上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化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粕神方

面都还带＇行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In~ 在这个仕会中，每一个

生产者将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在扣除作为

社会基金的劳动之后），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

动队相当的一份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址，又以另一种

形式全部领回来。··r13

马克思继续写道，当然这种平等实际 K足不平等的。衡恨用的是相同

的标准—一劳动，而入的能力、家庭条件芍足不同的、囚此不平等就出现

f 马克思在一个茗名的段烙中继续笃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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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鼠从分工的情形

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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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隧着个

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椰充分潘流之

后，一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绿法权的狭隘鼠界，社

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九
- - －．一＿ ·一

咭克思这样总结了他对纲领这·部分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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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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真实的关系早巳弄清

楚了，为什么又要开倒车呢？，75

马克思第二个基本的批判是对纲领中的“自由国家”以及“废除工资

制度连同铁的工资规律”的批判。马克思反驳说，工资不是劳动的价值，

而是劳动力的价值。这一事实就弄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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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1

纲领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和它的阐述一样是错误的：它提出了政府

援助的工人合作社，而不是社会的革命性转变

回到"自由国家”这一论述中，马克思坦率地官称这不可能是配得上

称为“社会主义者”之名的工人的目标已马克思提出了这样的间题：“在

共产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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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专门回答这一间题，

而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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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力事实上，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

个纲领只不过是“陈旧的、人所共知的民主主义的废话”一普选权，直

接立法权，人民权利，人民军队等，很多在进步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就已经

达到了。

尽管给了对方很大压力｀马克思本人并没有断绝与纲领的关系；恩格

斯声阴说新党派中的分裂绝对无疑是非常错误的。俾斯麦对社会主义者日

益增加的反对立场，使得拉萨尔派与政权联合的政策越来越不具有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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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森纳赫派很快获得了最高领导权。随若德国上业以惊人速度的发展，新

的社会民主工人党获得「比以往多的选票。虽然这样，马克思仍然对他的

战友和学生的政策很不满意。连倍倍尔（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看作该党中

唯一的完全可靠的人）都说：”与伦敦两位老人达成理解决不是一件容易
的市情”78 0 

虽然马克思非常渴望有一个理论杂志．来揭霖＂缺乏教养的无知之徒

和浅薄的文人””，们他对 1877 年 8 月出现的《术来》杂忐仍然持不欢迎

态度，该理论杂忐计划两周一期，来取代党的机关报《前进报》。该杂志

得到了·位宫有的法兰克福出版商的儿 r· 卡尔·赫希柏梒的资助，他怀若

最好的意图，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个理会任何＇意图＇ ”(R(I; 他拒

绝为该杂志撰稿；当他读到有关正义的词语和关f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幻

想时（这使他想到了 40 年代“真正的社会 L义”），认为并不合理。“把资

产阶级带入党”81 结果并没有成功。马克思总结 r 他对德国形势的总的

看法：

在德国，我们党内，与其说是在群众中，倒不如说是在领导

阶级出身的分子和“工人”)中，流行着一种腐败的风气巳同拉萨尔分子

的妥协已经导致同其他不彻底分子的妥协：在柏林（通过莫斯特）同杜

林及其“崇拜者”妥协，此外，也同一帮不成熟的大学生和过分聪明的

博士妥协，这些人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就是

说．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

物主义的基础（这种基础要求一个人在运用它以前认真地、客观地研究

它）。《未来》杂志的出版人赫希柏格博士先生是这种倾向的一个代表者，

他巳经”捐资”入党，一~就算他怀有“最高贵的”意图，但是，我不

理会任何”意图”，世界上很难找到一种比他的《未来》杂志的纲领更可

悲、更＂谦逊地自负＂的东西了 L

工人本身如果像奠斯特先生那帮人一样放弃劳动而成力职业文人，

他们就会不断制造“理论上的＂灾难，并且随时准各加入所谓的“有学

问的＂阶层中的糊涂虫行列。儿十年来我们花费了许多劳动和精力才把

空想社会主义，把对未来社会结构的一整套幻想从德国工人的头脑中清

除出去，从而使他们在理论上（因而也在实践上）比法国人和英国人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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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但是，现在这些东西又流行起来，而且其形式之空虚，不仅更甚于

伟大的法国和英国空想主义者，也更甚于魏特林。当然，在唯物主义的

批判的社会主义出现以前，空想主义本身包含着这种社会主义的萌芽，

可是现在，在这个时代以后它又出现，就只能是……愚蠢的、无聊的和

根本反动的。[82 i 

社会民I: J．人党创建于哥达会议，节然包含抒很多不同类型的社会主

义：约翰·吴斯特侣导某种与无政府中义极为接近的东西，“博爱的“社

会主义有众多的追随者，杜林的去巾心化和高度平等主义的公社对工人党

中的爱森纳赫一派｛j祚很强的吸引丿儿杜林为克服失明所带来的困难的奋

斗，以及（1大学权威而前扣率的激进 l：义言论，使他在他所从教的柏林广

受欢迎；只是到j，后来，他的光芒由十目益增长的妄自尊大和强烈的反犹

主义才暗淡下米 C 总的来说．杜林认为他对咭克思的批判是“米自左冀＂

的，他批评f他称之为古克思的黑格尔犬的经院哲学，他的经济决定论，

对李嘉图的依赖｀以及他关十未来共产 1·.义仕会思想的含糊性c 然而，尽

管诙谐地称伪克思足“年老的青年黑格尔派”｀但他 1巨常推崇咭克思，对

他的若作也相当敬重 0 1877 年， L人党的会议差点通过了一项决议，停止

刊登恩格斯反对杜林的文竞。约翰·莫斯特提出了该建议，称恩格斯的文

章”对《前进报》的大多数读者而言没有意义 ”8＂勺倍倍尔努力促成他们

通过一项折中的决议，即把文章以利学增刊的形式刊行。鉴千李卜克内西

对所有加入者敞开大门而造成的＂党的腐败堕浴＇．，马克思对俾斯麦 1878

年 10 月通过的反社会主义法令持欢迎态度）这个夏天，威胁威廉一世生命

的两次行动自然使马克思极为愤怒：84），因为这马上就给俾斯麦制造了借

口，禁止所有社会民主党派的组织、会议以及公开出版物，这个禁令将实

行 12 年。

马克思对德国形势的不满又一次染中f一份新的出版物 1879 年 8 月，

在苏黎世出版了三个流亡者编辑的《年鉴》第－期，这三个人是：创建了

《未来》杂志的同－个赫希柏格，社会民 E党新闻工作者卡尔·施拉姆以

及爱德华·伯恩施坦，他是后来的修正主义倡导者．最近刚从杜林转到马

克思的思想上来" _[人党佷显然心要一份有号召力的刊物：约翰·莫斯特

曾开始启动无政府主义者的《自山》；住在巴黎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新

闻工作者卡尔·希尔施，曾创建了一份名为《灯笼》的新杂忐，在布鲁塞

尔刊行－希尔施被说服承担了动议中的《年鉴》的编辑工作，《年鉴》的

准备工作留给了苏黎世的那三个人。然曲畸第－期就显示出寂静主义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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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主义倾向，以至千马克思和恩格斯要坚决反对 还使他们感到愤怒的是

苏黎世编辑们对希尔施的不友好态度、因为希尔施曾在他的报纸上4平击了

一位叫凯汗尔的补会民主党人、该社会民 K党人曾投票赞成保护德国的钢

铁工业 凯泽尔实际上韦先曾与他的回书商议、并得到了他们的许司。然

而，马克思不考虑这肖策略，认为这是＂议会自痴症”ij5 J C 

在给倍倍尔、李卜兑内西和党的其他一些领导人的·封长信巾. Lb 兑

思和恩格斯扼荌地说他们的不平．）他们反对苏黎世小组的观点｀即认为工

人阶级不能解放 11 身．只有改革才足党的 II 杯．以及暂缓制定党的纲领。

他们说｀这种态度使他们想起了 1848 句．，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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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得大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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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害．而是逆来顺受，井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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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86]

无产阶级应该山资产阶级V l 卧j者来增强力佑一、11 然足必要的。但他们必

须竹先婓能够对尤产阶级事业做出钉益的贞献、其次要能够完全放弃自己

的小资产阶级的偏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信的纠尾写逍：

至于我们，那末，根据我们的全部经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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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决不能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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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说什么工人大缺少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应当由博爱的大小

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如果党的新机关报将采取适合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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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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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纸．那末很遗憾，我们只好公开对此表示反对，井结束我们一向在

国外代表德国党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和你们的团结一致。但愿事情不致

于弄到这种地步。•1 I 

然而，《年鉴》只出版 l，两期． 1879 年 9 月《仕会民主党人报》就创

订了七根据屯克思的说法、这份新报纸“没多大价值',1sa; 他们仍然对小

资产阶级思想的渗透非常不满，双方的关系依然紧张。这大多是因为恩格

斯比马克思有更多军人的口气．所以，李卜克内西（其中的一位）就感到

宙克思是一个扑常好扣处的人》．但是整个争吵 1880 年底平息了，当时倍

倍尔和伯恩施如进行f他们所讷的．，卡诺萨之旅＂，拜访（马克思和恩格

斯 大家同意伯恩施坦承扣《社会民t:党人报》的编钥上作，多少出乎所

有人意料的是，他做得非常成功（马克思对伯恩施坦的看法没有记载）。

虽然马克思对未来极其乐观，但是对正在成长的－－代却极为刻薄口可以举

两个例子：他对恩格斯评论说，狄慈根的工作越来越糟糕，并认为这个人

的悄况是“无可挽救的＂引lj;考茨基（很快成为德国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

论家）被马克思指贡为＂ －个平肚而 [I 光短浅的人，过分聪明（他才二十

六岁），自负，在某种程度 1二是勤勉的，对统计学下了不少了夫，但收效不

大，是个天生的俗种“91,

五俄国、法国和英国

直到 1875 年｀呫克思还一直极为怀疑俄国革命的种种可能性，他认为

1861 年俄国衣奴获得解放后的乐观主义只是县花一现。尽管《资本论》在

俄国获得了成功．而且对思恕家例如在尔尼丐夫斯基非常敬幕，但是他仍

坚持认为俄国是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更容易屈从 F外界的压力而不是国

内的颠拟－到 1877 年初，随着俄国和土耳其之间关系的日益紧张，马克思

预言“东方间题”“必然以俄国爆发革命而告终，不管对土耳其人的战争

的结局如何”92 I 。他和恩格斯持续地对俄国—上耳其战争表现了极大的关

注（这占据了他们 1877 年下半年的时间）｀虽然他们对战争结果的预测并

不准确 马克思“非常满意穆罕驮德的后裔......所持的坚定而可敬的立

场”I 93 0 恩格斯和马克思对土耳共入给f完全的支持令因为“我们研究了

土耳其农民一也就是研究了土耳其的人民群众一并且认识到他们无疑

是欧洲农民的最能干和最有道德的代表之一”(•4]. 同时也因为＂俄国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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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欧洲部分的失败正在直接引起俄国的革命”9气一

这次危机是欧洲历史的一个新的转折点。俄国一—－我曾经根据非官

方的和官方的俄文原始资料…．．．研究过它的情况－~早巳站在变革的门

前，为此所必需的一切因素都巳成熟了……桉照一般规则．变革将从立

宪的把戏开始，接着就会有一场绝妙的热闹事 c 要是老天爷不特别苛待

我们，我们该能活到这个胜利的日子吧！ % 

他将土耳具人的最终战败归咎丁英国和奥地利的背叛（他正确地预见

了其不可避免的分裂）｀07) •归咎千土耳其没有进行自己的革命。

上耳其战争没能动摇俄帝制，马克思将希望越米越多地寄托于俄国

内部某种革命运动的可能性 他已对俄国状况作过详细研究－~尤其是

在《资本论》第三卷的准备过程中；随着《资本论》第一卷在那里获得

越来越多的成功，俄国日益强大的反抗运动自然要向他征询建议－他

也乐千给他们建议。随着农奴在 1861 年获得解放．亚历山大二世实行的

宽大政策使得广泛的政治运动成为可能。最为激进的运动是民粹主义的

各个派别一一－他们的本质特征是想作为以广大农民阶级为基础的革命

催化剂，并渴望通过找到 条俄国的特殊道路来阳止资本主义的

发展 98

1874 年，这一问题由于布朗基的一位民粹主义追随者特卡切夫的一

封公开信而公斤化，这封信指责恩格斯低估f衣村公社一传统的衣民

村社的革命潜力。恩格斯的回复给人的印象足，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

阶段对俄国来说是绝对必要的：一位重要的民粹仁义理论家米海洛夫斯

基 1877 年押击了这一观点，声称《资本论》含有对俄国人的努力奋斗的

谴责，这些俄国人在为自己国家获得发展以跨越资本主义阶段而工作。

比起恩格斯来，马克思的观点更为微妙，更为含混，他在一封《给“祖

国纪聿＂杂志编辑部的信》中作了回答。他驳斥f米海洛夫斯基的指责：

“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 1861 年所开始走的逍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

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

端不幸的灾难＂＿他维护了《资本论》中《原始积累》 一名的观点，继续

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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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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它

最近几年巳经在这方面费了很大的精力，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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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在 1874 年底马克思做的《巴枯宁“国家制度和尤政府状态”一书摘

要》中，已经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凡是农民作为土地私有者大批存在的地方．

还占居多数的地方．…．．．就会发生下列情况：或者农民会阻碍和断送一

切工人革命，就像法国到现在所发生的那样，或者无产阶级．．．…将以政

府的身份采取措施．直接改善衣民的状况，从而把他们吸引到革命方面

来；这些措施，一开始就应当促进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让

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这种过渡；但是不能采取得罪农民的措

施，例如宣布废除继承权或废除农民所有权…．．． r,叩

可以看出，马克思并没有完全排除俄国跨越资本 E义发展阶段的可能

性，而且对宣称以此为目的的民粹主义运动的恐怖上义一派民，在党人

(Narodna ia \, olva) 表现出f极大的赞美 c 1881 年民意党人刺杀亚历山大·· 

世之后，屯克思把这些恐怖分千描述为“ 此能干的人，他们没有戏剧式

的装腔作势，而是一些普通的、实干的英雄人物” 认为他们力图使欧洲相

信，“他们的行动方式是俄国独特的、历史上不可避免的行动方式，对此不

应多作道德说教－－赞成或是反对，就像对待希沃斯的地震一样”“)I'C

马克思不怎么灼重在日内瓦的民粹上义流浪者（共中彴普列汉诺夫和

阿克霄里罗得），他们反对恐怖主义，倾向于从中搞官传： ＂（为了在俄国

进行宣传，他们跑到日内瓦去了！多么荒谬！） 这些先生们反对一切政冶

革命1]动．俄国应节一个筋头就翻进无政府 E义、共产 l- 义、无神论的

千年王国中去！他们现在就用令人讨厌的学理卞义为翻这种筋头作准

备••... " I”这个团体的一个成员维拉·杳苏中奇 1881 年 2 月给马克思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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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封信，特别地请求马克思澄清一下他对千俄国经济发展的态度。她

写道：

……最近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见解，

的形式，历史、科学社会主义，一总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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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OJ

他们最有力的论说常常是：“马克思这杆说过“,)反对方说：”但你是

怎么从他的《资本论》中推导出这一点的？他并没有讨论上地问题，也没

有谈到俄国。“你的学仕们说：“如果他谈到我们国家就会这么讲“

马克思对这封满腹疑虑的信的简短回答是带有预言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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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_ __ _ 

马克思的回信尽管简短，但却有三个非常详细的草稿，这些草稿透彻

地分析f农民公社的发展，并且有着比较乐观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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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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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千这个问题的最后卢明中，即 1882 {1- 《J K产七义官言》俄译本的

序言中，马克思币巾（这· \j场·“假如俄国中命将成为西力无产阶级革命

的信号而双方厅柜补充的话．那未现今的俄［玉IL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

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106~. 这杆一米．马克思对这一个关重要问题的理论遗

产也足极为栈棱两可的 ”“· 
在法国，社会主义在巴黎公社失败后缓慢地复苏。直到 1877 年，又开

始重新召开了工人代衣大会。后来的领导者盖得和 Lb隆以前都有无政府主

义倾向，他们在他们的《平等报》上宣称（他们越来越接近千某种马克思

主义的立场， 1879 钉 10 月，工党联合会 (Federation du Par ti des Trat1alleurs 

Socialistes) 成立(; 1880 年的大赦，山 F允许流亡者（包括马克思的两个

女婿）返回书社会卞一义者队伍壮大店 1880 钉 5 月．盖得来到伦敦与马克

思、恩粘斯和拉法格讨论竞选纲领勹对这个纲领，i占克思总体来说感到满

意－他为纲领骂f导言，因为这个纲领休现f“真正从丁人运动本身直

接产生出来的荌求“rIOH] 、但足他反对勹认定的诚低 1：资（盖得坚持要写），

“如果从旧无产阶级仍然幼稚到需要达种诱饵的话．那术，现仆就根本不侐

得拟定忏何纲领｀•II叩｝ 他还片：拟了 份长长的调杏长发给法团「＿人，以此

复活了国际工人协会 l866 年 LI 内瓦代表大会捉由的思想。调查表 1880 年 4

月发表在马隆的《社会上义·评论》上， 25 000 册销仵一空 ”O1 其前言坚定

地说：只介 L人”才能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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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受的社会
灾害＇·［ 1111 仁

马克思认为首要任务是进行灌输阶级意识的教有，虽然没有任何证据

表阴这达到f任何效果。他怀疑新的政党足否能够长期保持团结，这一次

他得到了完全的证实：在 1882 年 9 月的圣·艾蒂安大会上，工人党分裂为

改良仁义者和革命者两派．后者由盖得领导，他发现自己备受攻山、理由

是他听命于伦敦的“普彴上人“马克思“I 12』巾实上，马克思和盖得之间的

关系是作常微妙的，马克思对他在法国的某些未来学生的评价如此之低，

以至于他对拉法格说：“有－点可以肯定｀我不足 Lh 克思主义者 ”IIJ 实

际上．他的两个女婿山于缺少政治敏锐性令他很失望。他轻蔑地说：“龙格

是最后一个蒲鲁东主义者，而拉法格是最后—个巴枯宁主义者！让他们见

鬼去吧！”［ 114

英国仍然是一个屯克思思想影响最小的国家。甚至美国也给了马克思

以更多的鼓励。他密切关注芍美国 1873—1878 年｀．漫长的经济危机”，对

砓新的州例如加利福尼亚的经济发展特别有兴趣。他认为“建立一个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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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人政党”[II” 是很有可能的，并认为政府的上地占有政策将使黑人和农

场主与工人阶级结盟，他甚至认为把国际工人协会的办公地移至纽约可能

本来是合适的。 I 116 然而．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英国工人阶级现在已经如此

没落，以至他们“简直成了．伟大的自由党＇即他们自己的奴役者一资

本家的政党的尾巴”l 111 。尽管恩格斯对工人阶级激进派如约瑟夫·考恩有

着暂时的热情，也不得不告诫伯恩施坦说：“目前在这里还没有出现大陆上

那样的真正的工人运动”“8 J (然而，马克思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即认为

英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是可能的。他在 1880 年写逍：

这个党认为英国的革命不是必然的，但是－桉照历史上的先

例一是可能的。如果必不可免的进化转变为革命，那末，这就不仅仅

是统治阶级的过错，而且也是工人阶级的过错。前者的每一个和平的让

步都是由千“外来的压力”而被迫作出的、＼他们的行动是随着这种压力

而来的，如果说这种压力越来越削弱，那只是因为英国工人阶级不知道

如何利用法律给予它的力量和自由。[11”

特别是在巴黎公社后，马克思在英国就开始颇为知名。在 1877 年的东

方危机中，他声称曾在“伦敦流行的报刊”上匿名发表f很多文章，攻击

格莱斯顿的俄国政策，这一切都是通过国际上人协会的熟人马尔特曼·巴

里来斡旋的。他还通过巴里影响国会议员，“这些议员如果发觉，在东方危

机问题上，红色恐怖博士（他们这样称呼我）是他们的策动者，他们一定

会大为惊愕＇．［ 120] 。 1879 年初，“红色恐怖博士”至少吸引了一个人的注意，

她就是嫁给德国工储的维多利亚女王的大女儿，她要求蒙特斯图亚特·格

兰特·达夫先生（一位自由派的英国议会议员，曾任驻印度的副部长）去

见马克思，并把他对马克思的看法告诉她。丁是，达夫先生安排在圣詹姆

士街的德文郡俱乐部与马克思共进午餐。格、生特·达夫对马克思的总体印

象，正如他对王妃所讲述的：

他是一个个子不高、有点矮小的人．

他嘴角上仍然乌黑的胡子形成了奇怪的对比。脸有些圆，前额轮廓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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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饱满，眼睛锐利，他的整个表情令人愉快，绝不是一个惯于啖食摇

篮里婴儿的人－我敢说警察是这样看待他的一的表情。他的谈吐显

得见多识广，而且很博学，对比较语法很感兴趣，这把他引向古老的斯

拉夫语和其他一些比较冷僻的研究。他的谈话还由于很多古怪的措辞和

一些冷面幽默而富有变化。当他谈到赫泽切尔 (Hezechiall) 的（俾斯麦

亲王的生活） ( Life of Prince Bismarck) 时，总是通过将它同布什博士

(Dr Busch) 的著作对比，把它作为《旧约》而提及。

他非常讲究实际，稍微有些债世嫉俗（这种债世嫉俗不带丝毫的冲

动），有趣；当谈到过去和现在的时候，他就像我所认为的，常常会提出

异常正确的看法，但一谈到将来，他的看法就变得含糊，不能令人

满意。”21]

他们谈了 3 个小时，关于俄国｀马克思希望那甲出现“激烈的们并不

渺茫的垮台”；关「德国，他好像认为有军队哗变的 l气大可能性。马克思进

一步说明社会主义革命将足·个非常长期的过程，并说暗杀德国坠帝未遂

的刺客诺比火没有像他须计的那样乞Lji先到伦敦拜访他，让他如释沪负 L 格

兰特·达夫总的结论足：“不论他是否希望这样，颌倒世界的人将不足马克

思”心。

在咱克思晚年、勺他联系最为密切的关山社会 K义者足亨．边．海德

门，海德I」是社会民主联盟的创建者．并打相当可观的私有财宿。 1” 在一

次去往美国的航程中｀他读『《资本论》的祛译本， F是非常渴望见到马

克队在 1880 年初－个适：片的时候，卡尔·希尔施把他介绍给了马克

思。［心 1 第二年，马克思经常在爱琳娜的陪伴下，与海德门一起在他德文郡

宅邸的华美的家中进餐；悔德门也会佪访他（炸敬地称他为＂卜九世纪的

亚甩上多德”) 1” ．两个人在马克思的书房甲大踏步地踱来踱去，一谈就

是数小时，海德门坚估英国的和平革命，他的．些观点带有明显的沙文主

义，但他至少在－定程度上理解劳动价伯理论亡他还是一个激烈的反俄分

了，这一点他们两人之间建立f一个最强钉力的联系。然而，他们的友谊

由于 1881 仆 6 月的－沙次争吵而结束丘海德 1 ]当时刚刚出版f他的《民 K

课本：大家的英国》，该书倡导去中心化的自治帝国，认为在这样的帝国

中，改革由宫人和彴影响力的人来进行比较女仁这本书中有两汽论述了劳

动和资本｀大风地吸收 r 《资本论》的思想、并在书的前言中进行［适当

的致谢，感谢＂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j创见作家的笘作“126 •但是没有提

马克思的名字L 该书在民主联盟的成立大会 I· 分发。马克思非常愤怒、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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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海德门没有对他的片作表示更特别的感谢；他还感到恼火的是，他的思

想出现在他对其整个方法并没有好感的笘作计心诲德门为门已辩解说，囚

为很多英国入如果知逍这些思想足马克思的，就会减弱对该书的好感，英

国人无论如何都不会轻易地向外国人学习，＇占克思对这种解释更为愤怒．

千是淋漓尽致地写下（激烈诩贞的文字，结束f他们的交往。:1271

然而，马克思由f 1881 年 12 月一本小册子的出现而感到愉快，该小

册子是《现代思想的领袖》系列丛书中的一本，足献给他木人的，作者是

泡德「」的朋友一—实证七义者和新闻工作者厄内斯特·贝尔福特·巴克斯。

在关于马克思的传记中和对他的经济学思想的阐述中出现（很多错误、但

它毕竟足“第一篇在英国发表的对新思想充满真止的热情并勇敢地起米反

对不列颠庸俗习气的文音 ”I 12•• C 同时，让他感到高兴的是，在伦敦西区(!)

对此进行（广告张贴，引起了公众的注意，而 n这件韦在燕妮去世前两天

给她带来了快乐 然而矛盾的是，马克思在他居住和工作f大半生的国家

仍然鲜为人知。他的仆告登在《泰唔士报》 k ，内容出现f砓荒唐的错

误 当《资本论》英文版终千在 1894 年面世的时候．在最初的几年中，英

国和美国加在一起的销售阰．直极低｝有记载的马克思关于不列颠留下的

最后一句话是：“让这些不列颠人见鬼去吧！”［ 1” 这一点都不令人奇怪。

在 1881 年 2 月龙格一家离开之后，马克思开始了他生命中最后的也是

最孤独的两年。这次分别足极为痛苦的：对马克思来说，外孙是“无穷尽

的乐趣的源泉”[nnJ；他们离丿 I 数星期后，他这样马信给燕妮说：“当找听

到......孩子们相似的卢音时．我往往就跑到窗f跟前去，刹那间忘记了孩

子们已在海峡的彼岸｀＇［13丸他参加户外社交聚会的时间越来越少，感到

＂糟糕的是现在人｀老广，只能预见、而不能亲限石见“．特别是当新出

生的人“面临着人类术曾经历过的最革命的时期”\Jl 的时候，更是如此。

虽然马克思讷了伦敦最好的医生，但是燕妮的健康继续恶化）她仍有粘丿J

偶尔去剧院，但更多时间是缠绵病榻，绝中地抓住她知道正在枯竭的生命。

7 月、马克思带她到伊斯特本待了三个早」卧燕妮坐在轮椅上活动。接卜．

来的一个月、他们决定离开到巴黎西部郊区阿根地去、打算在女儿燕妮那

里住很长－段时间，燕妮自己止患若严币的哮喘 但是二个足期后，弓克

思得到消息说爱琳娜患有严币的神经哀弱｝．足他立刻回到f伦敦，儿天

后燕妮和琳衡也回到f那里。

(1) 伦牧心 1K I：要｛t的足统，台阶级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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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最后几年

在 1881 年 12 月去世之前的整整 6 个月里．冯克思的妻子显然一直处

在死亡的边缘。 10 月份．马克思自己的病严币发作 他由f支气管炎在床

l一＿躺（两个月。恩格斯咐恐他死去，爱琳娜整夜整夜地坐在他旁边。燕妮

就在旁边的房间里．但马克思三个星期不能去看她。爱琳娜后来写道：

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时期，我们亲爱的妈妈躺在前面大的房间里，

摩尔在后面的小房间里。他们两个人，过去是如此地彼此熟悉、彼此亲

密，而现在甚至不能一起在一个房间里。我们年迈的好琳薇……和我不

得不照料他们两人．…．．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早晨，他感到有了气力，可

以走到妈妈的房间去。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又年轻了一一－她是一

位年轻女孩．而他是一位恋爱中的青年．都刚迈进生活的门槛，而不是

即将永别的病魔缠身的老头和即将离世的老妪。l m J 

令人无法忍受的肿瘤的猜苦症状只是在最后的几入才出现，医生用吗

啡来缓解。当她 12 月 2 门去世的时候，＂慢慢地沉入睡乡；她的眼睛比平

时更加宫 l·一．表 1们更加美丽，更加阴究！ ”134 她对丈夫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好 (Good) 已冯克思的陌生禁止他参加祚礼｀他只好用这样一件事悄来安

慰自己：在去世的前一天司燕妮曾谈到丧礼仪式的韦，她说：“我们不是

那种重表面形式的人！”「 I)'」马克思永远也没有从燕妮的死中恢复过来。恩

格斯在燕妮刚去世后看到了他，对爱琳娜说： ＂岸尔也死 r 亡马克思只

能山于自己健康上的生理船苦才能逃避失去妻子的粕神剂苦，因为“对

付精神上的痛苦只有一种有效的解诲剂一肉体上的疼捅＂ 136 U 迈斯纳

后来写道，出版《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版是必要的噜但马克思已经无心

上做 r 。

在部分地恢复「健胀之后，马克思感到自己是双重残废 r:“精神上是

山于失去了我的妻f'生理上是山千病后胸膜硬结和支气管应激性增

强”[I” ，他决定再去．次海滨 1882 年 1 月．他带着爱琳娜去了文特诺

尔。他的咳嗽和支气管黏膜炎仍然没有减轻C 市实证阴爱琳娜是一个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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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伴：自从上年夏天俄旧民粹斗义者利奥·哈特曼求婚以来，她一育处

千神经极度衰弱的边缘。她干处「与利沙加勒解除婚约的捐笘之中，正处

于自己曾有机会立足 F舞台的绝屯之中 3 当她的伦敦朋友多莉·梅特兰得

知f她的处境后，就急匆匆地到f文特诺尔f以帮助 但收效不大匕要不

足多莉不能独自打发时光而对马克思说f无休无止的困话噜使咭克思受到

了伤害．他也不会认为女儿本应向别人寻水帮助，他还焦急地认为她不应

该成为“老头f的｀护 L' 、成f家庭的牺牲品”1).` 。爱琳娜叫然形成了

这样的印象：父亲并没h觉察到她的粘仲甲叮．还认为她在由家庭负担的

悄况下沉丿二疾病。

由千对爱琳娜和义特尔诺希望的破灭．小燕妮太廿J··照顾自己的小孩

而不能帮他、劳拉又太自私，书克思在恩格斯和他的医生的压力下屈从厂

动身去f阿尔及尔C 节他发现恩格斯那吵闹的同伴难以忍受时，他更乐意

离开伦敦，他写信给女儿燕妮说：“好心的乐观的老弗雷德......容易由于爱

护人而害（人”八9· O l占克思在阿尔及尔－家可以俯瞰海湾的小旅店中度过

了孤独的两个半月 这个季节格外地寒冷而潮湿．他的“思想大部分沉浸

在对我的妻f一她回我生命中最美好的－切足分不开－—一的怀念之

中 “140,., 他给恩格斯和女儿们的所有信件都写满f自己健康和天气的详细

悄况，在他逗留的最后一段时间甩，天气变得非常热，以至千他不得不去

理发剃胡须。他的信开始出现拼写和语法错误一—这是由于燕妮的死和他

患病而导致“记忆力不断哀退 ”1,1 l 的结果 c 1882 句 5 月，马克思离开阿尔

及尔，去了蒙特卡洛I,ll ，在那里待了一个月｀然而他的胸膜炎和支气管炎

没有丝垒减轻的迹象。

6 月 6 日，他上了阿根地，接下来的 3 个月与小燕妮在一起，在“孩千

们的喧闹”中寻找宁静，这一“小小的微观世界”比＂宏观“世界有意思

得多。心 1 但是．小焦妮的家庭根本不能给他提供他想要的宁静，小燕妮 9

月中要生一个小孩、并且得不到丈夫的帮助。她捅苦地贡备她的丈夫龙格：

除了布一点时间在家睡觉外，其余时间他都令身心地投入到巴黎的政治活

动中，面马克思认为他的这些活动和拉法格的一样是白费力气的U 龙格还

不明智地邀讷罗伊（《资本论》的法文译者）去阿根地．由千马克思对其

人才能的看法，这自然导致了极大的尴尬C

1882 年反人，马克思家庭的其他成员迁移到了巴黎：琳衡 6 月份过来

照顾小燕妮．爱琳娜和劳拉也很快随之来 r 劳拉还在伦敦的时候．马克

(J) 位千府纳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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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曾写信告诉她，节他 9 月份(1过去瑞士的沃韦（＼ evi>y)时，这｀．成了你的

义务一作山谷老人的旅伴｀＇。劳拉答应（．在那电马克思答应给她所有关

于国际．［人协会的材料，以丐国际工人协会的历史．并提出她承担把《资

本论》译成英文的 I汛．仵的可能性。 [143' 他们在小燕妮生卜她咱一的女儿之后

回到了阿根地。与和劳拉之间的关系完全不同，爱琳娜与小燕妮相处很好，

并在阿根地发展了她在伦敦完全垫伏（的才能 而她也在 8 月底离开，带

箱小燕妮的大儿臼队尼回到『英格｀仑，在那的好几个月电，她对孩f严格

管教，就像他的第．．个母亲。

从瑞上回来，宙克思就感到他不能再给小燕妮增加负担了，于是回到

了伦敦，和独自一人在 10 月底再一次到文特尔诺li· 在他离开的前一天晚

上．他感到自己的健康稍有好转，千是坐下与恩格斯喝朗姆洒，直到淩展

一点。在怀特岛 L ，他长时问地漫步在那丿卜阔的高地上。日益增强的孤独

感使他讷求劳拉过来和他住在一起 现在只有非常偶然的时候年老易怒的

马克思的热情才会点燃一例如叫他突然被告知他的理论在俄国获得了成

功．他激动地说：“我正在打击那个与英1补，起构成 1[l社会的真正堡垒的强

国 ”144 U 在此期间，在阿根地小燕妮的状况门益恶化 早在 4 月初时，她

就一直遗受牁苦的折府，似平—直都足膀胱癌 c 除了一个只会朝她叫嗦、

根本帮不 r什么的丈大之外，她还有四个小孩需要照顾。她的婆婆因龙格

家庭的债务而货备她．并不停地牧促她出去工作。丐拉法格一家 l 月初来

看她的时候．看到她｀｀沉没千匮梦幻梦出溃的麻木之中＂。她不久就神志

不清，千 1883 年 1 月 11 fl去世，年仅 38 岁七这件出要由爱琳娜来通知她

的父亲（。她丐追： ＂找经历过不少伤心的巾悄，但还没有像那次那样伤心

过。我感到我正把死刑判决书带给我父亲 在漫长的路途中，我忧心忡忡，

绞尽脑汁地想如何把这个泊息告诉给他。们是不需婓我说，我的表悄背叛

（我。摩尔马卜说．我们的燕妮死（＇ ”14`

马克思被他的“第一个孩仁他最喜爱的女儿”1” 的死彻底击垮了，

他回到伦敦，就去籵了，

一回到伦敦．山 r喉炎而导致的音哑就使马克思不能多说话了心琳衡

为他做了鼓可口的饭菜，努力恢复他的胃口，并不停给他洗齐末澡来让他

冰冷的双脚暖和起来J他一天喝一品脱牛奶．四入喝一瓶门兰地 他轮换

着阅读出版商的目求（当他感到悄绪低落的时候）和法国小说（叫他的智

(I) 似防丿~7)] 卜平月．参见《伈七，思攻劳tlr. 拉吐恪》．见《丐克思，恩格斯全仗）．中

文 1 版，第 35 卷． 325 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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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兴趣产生的时候）。肺部的溃疡使他的支气忤炎恶化了 2 月底，山于东

北风不断带米的庙雪．他只能待在自己的房间甲， 3 月 10 目，恩格斯对劳

拉说，队生认为均克思的健康实际上稍微有所好转，并说如果他能熬过下

两个月，一切都会好的 l3H 早上，他喝f葡萄洒、牛奶和汤b 但当恩格

斯按照每天一次的惯例什下午拜访他的时候，行到f他很古怕看到的一幕．

……全家都在掉泪：似乎快到临终的时刻了。我就询问了情况，

弄清原因．进行安慰勹先是少量出血，接着体力就立刻衰竭了。我们那

个非常好的老琳衙看护他要胜过任何母亲照顾自己的孩子，她走上楼去，

立刻又下来了，说他处在半睡状态．我可以跟她一起上去。当我们进去

的时候，他躺在那里睡着了，但是巳经长眠不醒了。脉搏和呼吸都已停

止，在两分钟之内，他就安详地、毫无痛苦地与世长辞了卫47]

马克思表达f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蔑视和他的国际主义、他去世了，没

有迪瞩，没有国籍。他的文字由他的女儿们和恩格斯进行了详审，之后，

由德国仕会民甘党和莫斯和共产t义者分别保存了 1883 年 3 月 17 H ．马克

思被葬在悔格特给地 他的朵地在公螅远远的一个角浴里．疏千管理；直

到 1956 年，才树立 r一块盖行铁铸顶的 1i大的入理石作为幕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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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以摘录七位认识马克思的人对马克思的描述作为结尾。这些描述

展现出来的差异性和敏锐性是很有意义的。最后是马克思对自己的描述，

就像在维克多利亚时代流行的“自白“游戏中所做的那样c





第九部分尾 声

一俄国贵族

马克思是由能用、意志和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组成的那种入。他的外

表异常引人注目 有养浓里的头发臀毛茸茸的手，外衣的纽扣时常扣错；

但是不论他在你面前是什么样子，也不论他做什么，他看起来像是有权利

和力凰来获得人们尊重。他动作笨拙，但自信、自立。其行为方式公然貌

视人类规范的惯常成规，高贵并有些傲慢；他锐利的金属质的声音与他对

人和书物的激进观点惊人地协调。他永远是川一种命令的言辞说话，不容

许反驳，并且他用令人几乎感到痛苦的语调讲述所有的韦情，从而使他的

言辞显得更加尖锐 这种语调表达了他内心对自己使命的坚定信念，即支

配人们的思想并为他们制定律法。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似乎只有在白日梦

中才能想象出来的民主的独裁者的化身

二美国参议员

—P 安年科夫：《俄国人对马克思的看法》，

栽《新时代〉 (1883 年）

那时他刚 30 岁出头，但已经是公认的先进的社会主义派别的领袖。

他体格有些粗壮，宽阔的额头，乌黑的头发和胡须，乌黑而炯炯有神的

眼眙，立刻就会引起众人的注意。他因学识广博而享有盛普......马克思

的话确实意味深长，消晰而富有逻辑，但我还从未见过其举止如此令人

恼火和令人无法忍受的人。对千不同于自己的意见，甚至不会出于尊重

而屈尊考虑一凡对任何反驳他的人，他都予以极度的蔑视；对每一种

他不喜欢的观点，要么辛辣地讽刺提出这种观点的人无比的愚昧，要么

轻蔑地诽谤提出这种观点的人动机不纯。我极为清楚地记得他以一种伤

人的傲慢宣说“资产阶级”这个词：资产阶级．也就是令人厌恶的粘神

和道德极端堕落的样板，对匈一个胆收反对他观点的人他都谴责为资产

阶级。

-—《 K. 舒尔茨回忆录》（第一卷） （伦敦， 1909 年），

138 页及以下诸页

453 



马克思传（第 4 版）
Karl Marx: A Biography, 4E 

三 落魄的普鲁士陆军中尉

我们先是喝波尔多，接籽是红葡萄洒，也就是红色的波尔多，然后喝

香棕。喝完红葡萄酒，马克思就完全醉了。这正是我所希望的，因为他在

这个时候比其他可能的悄况下更为容易敞开心崩。我发现了某些在其他情

况下只能进行推测的事情的真相。尽管醉了，马克思仍然支配着谈话直到

最后一分钟

他给我的印象是他有访罕见的优秀的智力和明显突出的个性。假

如他有着与他的智力匹配的内心，假如他有着同样多的爱与恨，我就

会为他赴汤蹈火，即使最后他表达出对我彻底的、坦率的蔑视，而他

先前也在不经意中流霖出了他的蔑视。他是我们所有人中间我第一个

和唯一的一个信任的领导者｀因为他是一个处理大事时从不会沉涌千

琐事的人

然而，在我们看来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有着绝好智力的人，却缺少高

贵的灵魂－我深信－种非常危险的个人野心已经吞噬了他身上的一切善良。

他嘲笑那些对他的无产阶级理论鹦鹉学舌的傻瓜、正像他嘲笑维利希的共

产主义者和资产阶级一样。他唯一尊敬的人就是贵族一真正的贵族，是

那些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贵族统治的人。为了阻止他们的统治，马克

思需要自己的力量源泉｀他只能在工人阶级身上找到这种力员。因此，他

修改自己的理论体系使之适应他们的需要。尽管他的种种相反的保证，他

个人的野心才是他努力的目的。

恩（格斯）和他所有的老同事，尽管他们有着非凡的天分，但远远在

他的后面和在他的领导之下。如果他们胆敢片刻忘记这一点，他就会用一

种可以与拿破仑婬美的厚颜无耻把他们推回他们的位暨

——《特肖尔致席默尔帕菲尼格》，见 K. 福格特：《我的经历》

（日内瓦， 1859 年）， 151 页及以下诸页

四 忠实的学生

在给他人以应有的评价方面｀没有任何人比马克思更仁慈、更公正。

他太伟大了、以至于不羡慕、不嫉妒、不爱慕虚荣。但他像憎恨任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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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欺骗和伪装一样，极为憎恨由妄自尊大的无能和府俗带来的造作的伟大

和虚假的名声。

在所有我认识的伟大、渺小或者普通的人之中，马克思是为数不多的

摆脱了虚荣的人之一。他太伟大、太强大、太骄傲了，不需要虚荣。他从

不装模作样，他永远是他自己。他像孩子一样不会掩饰、不做作。只要是

社会或政治方面不尽如人意，他总是完全地说出自己的看法，亳无保留，

他的脸就是他的心灵的镜子。当环境需要他克制的时候，他会表现出孩子

一样的、常令朋友们开怀的困窘。

没有人能比马克思更真实一~他是真实的化身。仅仅只是看着他，你

就会知道你交往的是什么样的人。在我们这个战争不断的“文明“社会

中，一个入不可能总是讲真话，那样会让敌人占便宜，或者冒着被排除在

外的风险。而即使说真话常常是不明智的，但也不必总是说假话。我不需

要总是说出我所想的、所感觉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必须说出与我内心不

一致的看法。前者是一种智慧，而后者是虚伪。他绝对不是虚伪的人，他

根本做不来，就像一个不懂人情世故的孩子。他的妻子常常称他“我的大

孩子＂，没有人（即使是恩格斯）比她更了解、更理解他。的确，当他处

于我们通常所称的社会中时，在这个以貌取入、入必定会粗暴伤害别人感

情的社会中，我们的“摩尔”像一个大男孩一样，他可能会像孩子一样地

局促或脸红。

—W．李卜克内西：《卡尔·马克思回忆录》（芝加哥， 1801 年），

93 页及以下诸页

五 无政府主义的对手

我们常常见面，我极为敬佩他的学识、他对无产阶级事业热情而诚挚

的奉献，虽然这中间总夹朵君个人的自负；我热切地寻求与他对话，因为

这些谈话富有启迪性而且机智，只要这些谈话不是由心胸狭窄的恶意引发

的话一但不幸的是，这样的谈话太经常发生了。而我们之间从来没有真

正的亲密关系。我们性情不合。他称我是感情脆弱的理想主义者，他是对

的。我称他虚荣、奸诈、阴郁、我也是对的9

-—M. 巴枯宁，转引自 M. 内特罗：《巴枯宁生平与著作传略》

（巴黎， 1901 年）， 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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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崇拜的女儿

对那些认识卡尔·马克思的人来说，再没有比这个常见的传说更为可

笑的了，即把他刻画为阴郁、刻薄、不屈服．令人难以接近的那种人，就

像雷神一样，常常大发雷霆｀从未有过笑容｀冷漠而孤独地坐在奥林匹斯

山上 对那些认识他的人来说则是这样的－·幅永远奇异和愉快的图画：呈

现出最欢乐、最愉快的灵魂，身上满谥着幽默和愉悦，发自心底的笑声富

有感染力，令人不可抗拒、对同伴有着最友善、最温柔、最富有同情的

感情

在他的家庭生活中，以及在与朋友甚至熟人的交往中｀我感到人们可

能会说马克思的主要性格是他极好的脾气以及对人无限的同情。他的善良

和耐心确实惊人c 一个性情不够温和的人， 今定会被各种各样的入的经常

性打扰以及不断强加给他的要求搞得发疯的......

对那些研究人性的学者来说，如此一个既是战斗者，同时又是一个最

善良和最温柔的人好像并不奇怪。他们将会理解他有如此强烈的恨，只因

为他有如此之深的爱；假如他犀利的笔触能够像但丁一样确实把灵魂囚禁

到地狱之中，那是囚为他是这样的真实，这样的温1行；假如他尖刻的幽默

像腐蚀性的酸性物质一样能够刺伤别人，那么这些幽默同样能够慰藉那些

身在困境和磨难中的人们。

——爱琳娜·马克思，见《回忆马克思恩格斯》（莫斯科），

205 页及以下诸页

七英国绅士

马克思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这是一个强壮的、不修边幅的、桀牲不驯

的老人，随时准备（即便说不是渴望）进入冲突之中，并经常怀疑自己会

受到随时来临的攻击c

当带着强烈的愤慨谈论自由党的政策，尤其是有关爱尔兰问题时，这

位年迈战士的小而深陷下去的眼睛亮了起来，浓密的眉毛皱起来，那宽阔

脸庞和大鼻子很明显因激情而抽动。他滔滔不绝地发表了一串激昂的谴责，

显示出与此相仿的热悄的性悄，以及对我们语言的绝妙运用能力。他那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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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而深深激起时的举止和低语．与他对当时的经济事件发表观点时的态

度之间，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他亳不费力地从先知和激烈指责者转换为

冷静的哲学家；对于后者，从一开始我就感到如果我在这位大师面前不再

是学生，可能漫长的岁月巳经过去了。

—H.M 海德门：《冒险生活的记录》（伦敦， 1911 年），

269 页及以下诸页

八马克思的自白

您喜爱的优点：

一般人........................淳朴。

男人...........................刚强。

女人••••••••••••oo••••••••••••• 柔弱。

您的特点······......…............目标始终如一。

您对幸福的理解 ．．．．．．．．．．．．…斗争。

您对不幸的理解..................屈服。

您能原谅的缺点...............…轻信。

您厌恶的缺点... ··················奉迎。

您厌恶的入...............…......马丁·塔波尔。 r ll 

您喜欢做的事..................…啃书本。

您喜爱的诗入.....................莎士比亚、埃斯库罗斯、歌德。

您喜爱的散文家..................…狄德罗 .. 

您喜爱的英雄．．．．．．．．．．．．.......斯巴达、开普勒。

您喜爱的女英雄....今...............甘泪卿。

您喜爱的花························…瑞香。

您喜爱的颜色············............红色。

您喜爱的名字························劳拉、燕妮。

您喜爱的菜·········..................鱼

您喜爱的格言．． ．．．．．．．．．．．．．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

(N ih il human i a me alienum puto) 。 [2]

您喜爱的簸言．．．．．．．．．．．．．．．．．．．．．．．怀疑一切 (De omnibus dub itan

dum) 。 3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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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458 

[ l] 维多利亚时的流行作家。

[ 2] "I cons ider tha t no thing human is ali en to me. " 

[ 3) "You mus t have doub ts abou t eve ryth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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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遗产





第卜部分 呫克思的遗产

《泰晤土报》确实刊登了关于马克思的一个小仆告．但其中惊人的错

误表明了在他去世的时代人们对他的了解是多么少。门在他的葬礼上，恩格

斯在对少数忠诚的朋友发表的讲话中宣称：“他的名字和他的工作将数百年

地继续存在下去”。这一预言的确被证阴了是订确的 在卞尔·马克思去世

之后的世纪中．他巳经获得f很少有人得到的世界声秤与影响。

马克思不但宣称他已经发现并解释（社会运动的规律，而且还确信这

些规律表明了恰恰是那些没有权力的人们一［人阶级能够而且将改变社

会。他们将通过革命创造一个全新的社会C 马克思认为这一革命性的变化

不仅是令人向往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对他来说，这是一门科学．就像

生物学一样

在海格特墓地宽厚的墓碑上刻着马克思的话：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

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是改变世界”。马克思在世的时候，世界的确发生了

变化－其中一些变化是他始料未及的，虽然很多在他预料之中，例如令

球化以及资本主义的垄断趋势口但是资本主义并没有被推翻。在他生活的

年代，任何地方的革命都没有获得成功，，但是在一代人之内，就在他去世

之后的 34 年，作为他生活和工作的直接结果，整个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

化。坟菇中的马克思引起了 1917 年 11 月的俄国革命一世界历史上一个

真正的重大事件，世界从此与以往不同了。

对 1/3 个世界来说，马克思的列宁主义版本有助 F证明现存秩序的合

埋性，并赋予其权威性。在这里，马克思主义是社会的固化剂 在这里、

马克思主义代表革命的反面。在这里，马克思主义意味着秩序，虽然马克

思本人永远不会赞成任何一种秩序一的确，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所做的一

些事情将会使坟墓中的马克思翻过身来一—只要他还没有被身上的大理石

和青铜的巨大重量压得不能动弹的话。

马克思本人不是先知，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的应然状态也提到得很少

马克思自己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特征的所有阐述都是极为粗略的。他说得

更多的是资本t义，而不是共产主义勹正是马克思最著名的学生列宁，在

领导马克思的俄国追随者们取得了 1917 年的革命胜利之后，担负起了努力

创建马克思主义社会的责任。列宁从来没彴见过弓克思。当马克思去世的

时候，他还只足个小孩子．成长于完全不同的环境中。列宁改造了马克思

的遗产，使之成为拓展了的遗产的一部分 这一“拓展［的遗产“现在通

常被称为马克思一列宁主义 列宁和他的革命战友们的成功把马克思主义

写进了世界地图，意味着从此对大多数人来说，马克思主义巳经与苏联紧

密地联系在一起一对苏联的灭亡马克思会既不惊奇，也不失望j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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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在马克思主义国家，马克思的思想产生了影响。在世界其他地方，

他已经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不论我们是否赞同马克思，他都已经塑造

了我们对千社会的观念。他建立起了一个来源于哲学、历史、经济学和政

治学的体系。虽然专业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常常不接受他的理论，

但是他们却不能忽略它们。由于我们关于历史和社会的很多观点是和马克

思的幽灵进行对话的结果，这些理论已经成为 20 世纪以及未来精神框架的

一部分。

为了理解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必须剥去很多历史的外壳。因为马克思

的思想被很多不同的解释所遮蔽，并被用千证明很多不同政治类型的合理

性。我们怎样评价这个幽灵在当今世界中的重要意义呢？在马克思去世之

后的一个多世纪里，马克思的思想中有什么样的启示（如果有的话）提供

给我们呢？当然，从马克思写作的时代以来、世界巳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马克思的时代是蒸汽动力和电报的时代 对他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他

在先前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所实际知道的那种传统手工业者，正被不熟练

的或半熟练的工厂工人（即现代真正的工人无产阶级）所替代。马克思去

世一个世纪后，工人无产阶级正处于分裂中。在西方，它正失去自身的特

点。集成电路使得白领工人替代了蓝领工人，并带来了长期的结构性失业。

这种集成电路把他们从工厂、制造厂或者工矿中赶了出来。马克思、列宁

所知道的生产方式变化非常迅速。工厂工人的比例将极大地降低，技术专

业和服务工人的人数在上升 在工业社会里，同样的技术进步已经赋予非

个人化的国家以巨大的、令人惊恐的干预和控制的力扯。

马克思和 19 世纪普遍的看法一样，认为人类发展的历史无疑总是在进

步的。虽然毫无疑间会有挫折和苦难，但是人类支配自然的斗争中，最终

将建立这样的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的能力将会获得更大的发挥，

人的需要将会得到更大的满足。但生产力最近的发展，尤其是原子能的发

展，已经使很多人产生了疑问：人类支配自然的努力是否走到了一个根本

错误的路口。全球气候变暖潜在的灾难性影响现在只不过刚开始被认识到。

我们巳经失去了勇气，最近二百年来，我们自己的发明已经使我们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对“进步”产生更多的怀疑n

马克思的很多期望还没有实现。有两种情况尤为明显：第一，西方工

入阶级中革命动力的缺乏 马克思低估了工联后来的作用，以及无产阶级

在不诉诸革命的情况下境况得到改善的种种可能性。他以之为起点的两个

阶级模式以及随之而来的阶级斗争的观念，由于旧的中间阶级的持续存在

以及新阶级（例如技术人员和经理）的出现，已经被证明是过于简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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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由于工人阶级中缺少对革命性政见的支持，马克思主义领导人面临着

两难处境：要么表达工人的心声，制定冲淡马克思土义的改革政策；要么

远离或高于自己声称要代表的那些人的观点，以保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

神。第二，马克思低估了民族主义的存在和发展。虽然马克思在他那个时

代对民族感情很敏感，但他认为阶级的分化将会比民族的分化更强烈。

1914 年 8 月是一个关键的时期：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德国）

在民族主义的浪潮中被席卷而去，这使得马克思主义者改变了自己的策略。

在所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中都有强大的民族主义因素。列宁本人就捎长利

用沙俄帝国中非俄罗斯人的民族主义 南斯拉夫、中国、古巴以及越南这

些国家的革命都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的色彩

由千对经济决定论的强调以及对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心，马克思主义常

常沉涸于对人性种种可能性的浅层次乐观之中。因为马克思主义者经常只

是假定地认为、存在着一个道德更优越、总体上更有效的方式组织生产的

社会，作为资本主义的替代物。[“在这方面，马克思是启蒙运动的真正产

儿。而在尼采和弗洛伊德的悲观主义之后，世界陷入了极大的黑暗，理性

的光芒常常缩小为微弱的亮光 马克思主义已经在实践中严重失去了光泽，

当然就像基督教由千十字军东征和中世纪的宗教法庭、自由价值由千西方

政府的行为而逐渐暗淡无光一样。到目前为止，马克思主义仍然在解释世

界方面，比在努力改变世界方面给人的印象更深刻。

与大多数政治理论研究领域一样，对马克思的这些不同解释受到大规

模转换的思想范式的强烈影响。因此，审视西方马克思解释史的有益方式，

就是把它看作试图与这些社会中的一系列主流思潮相妥协甚至相融合的历

史。毕竞，马克思自己是在伟大的黑格尔身影里发展出他的思想的，他后

来的著作，以及恩格斯更多的著作，都带有 19 世纪热衷于实证主义和科学

的烙印。这种科学的观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 20 年中，继续在德国社

会民主党的理论著作中占有统治地位、进而便占据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

心。随着晚年列宁尤其是早期卢卡奇的著作中类似黑格尔理论观点的兴起，

黑格尔精神因战争而来的变迁得到了复兴。在法兰克福学派赖希、马尔库

塞和早期哈贝马斯的著作中都可以感受到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纳粹主义

的兴起及其结果，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心转移到了法国，并且使后

来占主导地位的哲学化模式存在主义得以出现，之后便是结构主义的迅速

崛起和衰落、后现代主义的系统的无序状态，至 20 世纪 80 年代，则是明

显悖论性的“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 ra tional choice'Marxism) 。

20 世纪 70 年代，法国流行的结构主义开始影响对马克思的理解：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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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逐渐让位于阿尔札塞，后者的《保Jl马克思》 (For Marx) 与《解读

（资本论〉》 (Reading Capital) 英文版分别千 1969 年和 1970 年出版。利用

当时结构t义语言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的声望，阿尔杜塞的口标是＂恢

复“马克思的地位，即恢复在他那个时代之前的作为一位结构主义者的马

克思的地位。这样，阿尔杜塞延续了把马克思分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之前

的马克思和后期的科学的马克思的斯大林上义的分法．-但是使用了一

种与以前表述这种观点十分不同的概念论证 大体说来曹结构主义是这样

一种观点：认为理解社会系统 (soc ial system) 的关键在于社会系统各组成

部分之间的结构关系以及这些组成部分彼此以系统的规范性原则 (regula

l ive principle) 结合在一起的方式。阿尔杜塞对孔德式的永恒理性 (a ti me

less rationality)的探索（马克思本人对孔德则没有投入时间）、包含着对历

史和哲学的放逐。当这一做法运用于马克思的时候，就涉及了以 1845 年左

右这个分界点把马克思的著作划分成两个独立的概念结构。把马克思理解

成入逍主义者、黑格尔主义者或者历史主义者（由千这些思想都清楚地包

含千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的任何解读都必须抛弃。

随着自由个人主义 (liberal ind ividualism) 日益占据支配地位以及对市

场力从的强调，人们曾经猜想：马克思主义者或许为了自己的目的会设法

采纳和运用其上要对手们的方法论原则 这一进程的先行者是柯亨的《卡

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这部学术杰作用十分严格的英国分析哲学来捍

卫传统的（虽然是功能主义的）历史唯物上义观点，这种“分析的“马克

思主义或“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最卞＿要的倡导者，除了 G.A 柯亨

之外｀还有约翰·罗默(John Roemer) 和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 ter), 

这种理论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或者的确也不需要） 一种与众不同的哲学

(d istinc tive ph ilosophy)。不论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想要为什么作辩护，它们

都可能成功，方法是使用与主流社会和政治思潮相同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

途径，特别足新古典经济学及其在一些作者［例如帕累托 (Pareto) 和哈

耶克 (Hayek)] 的茗作中得到比较广泛回应的方法论个人主义。 20 世纪 80

年代产生了一批采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思路的著作，其中给人印象最深刻

的｀是罗默在其《剥削和阶级－－般理论》 (A General Theory of Exploita tion 

and Class) 中，把马克思的剥削概念解释成当代关于讨论分配公正的术语；

而埃尔斯特则在其著作《理解马克思》 (Making Sense of Marx) 中以方法论
的个入主义作为连枷米对马克思作去粔存精的t作。 4 最近，许多分析的马

克思主义者已经倾向千放弃方法论的个人七义一些比较激进的形式，与此

同时又自相矛盾地抛弃他们以前对马克思礼会理论的很多承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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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的马克思t义中．人们从自己的兴趣巾生发出一个分支，其已

经成为最新的、给人深刻印象的关于基本收入的资本主义［6]' 特别是关于

市场社会主义的专题文献C 米勒 (Miller) 的《市场、国家和共同体》

(Marke t, Sta te, and Community)和枯神实质上更接近马克思的施韦卡特

(Schweikarl) 的《反对资本主义》 (A ga inst Capitalism) 是其中的佼佼者，

虽然它们与马克思木人的观点仍然距离很远。 1 市场仕会主义虽然由于克服

了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还是社会主义令但却基本上不重视经济平等 马

克思对市场并不友好：按需所得而不是应得（l: 才是他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原

则 而且，马克思所说的关丁市场仕会主义的最好观点或许是，它是这样

一个社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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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因此，在马克思召来，市场补会主义也许是口前可

以达到的最好的（或者比这个最好还要优胜的）社会C 但是，如同任何最

终目标一样，它在有关人的动机与潜能的构想方面仍然显出令人忧伤的

贫乏。 9 J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以经验为指针，自称为科学的方法已与此形成鲜明

对比的是， 20 世纪 80 年代的道德沙i臭必然地再度引发了对马克思主义和

伦理学问题的兴趣c 1962 年．尤金·卡门卡 (Eup;ene Kamenka) 以这些回

归的主题引发『对青年马克思的讨论｀ IO1 ｀史蒂文·卢克斯 (Steven Lukes) 

则千 1983 年出版了他的《马克思主义与泣德》 (Marxism and Moral ity) -

书，在这部著作中，他坚决主张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法权 (Recht)巾公民权

利的谴责与共产主义社会（和谐将支配这个社会、囚此对法律的需求将消

失）的解放的道德之间有十分明显的不同： II)布伦科特 (Brenkert)的《马

克思关于自由的道德体系》 (Marx 、'.~ Eth ics of Freedom) 和伍德 (Wood) 的

《卡尔·马克思》也类似地强调了自由的基本价值和自我解放。l 12] 特别是卢

克斯，他认为马克思的观点太浪漫了 相比之下，米克尔 (Meikle) 的著

作《卡尔·马克思思想中的本质七义》 (Essen tial i.Im in the Though t of Karl 

Marx) 和最近菲利普·凯恩 (Philip Kain) 的著作把马克思的过错追溯至

亚里士多德，认为对马克思而言，我们的价值深埋于我们的本质之中，马

克思对于解放的承诺并没有使他成为一个“至善论者”u 13 这一领域一个更

具体的方面是最近关千马克思和正义的争论。例如｀这场争论中一位最重

要的倡导者认为．马克思做出了贯穿整个历史的逍德判断，而同时义断定：

正义的原则对每个社会而言都是具体的．它不能被用于评价其他社会的正

(l) 关文为： mc·ome acTordin~ 10 nt>ed rather than J,.s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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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或者缺乏正义。(14) 相比之下，卢克斯和伍德则认为，马克思拒绝资本主

义，在于他信赖诸如自我实现和自由的价值，而这些价值与建立在超越的、

永恒的原则之上的正义观念是不同的。”q

最后，近些年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一一4共产主义制度在苏联和东欧的解

体一对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巳经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至今为

止，还没有多大影响3 有一些人（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宣称，无论如

何，苏联的实验并没有体现马克思的理念。在马克思的历史全景中，社会

主义是坐在资本主义的肩膀上的；因此，苏联 70 年的历史可以看作一种发

展的捷径，它缩短了西方生产力的缓慢发展期；而它的覆灭使俄罗斯又痛

苦地返回到世界历史的主流之中。r 161 那些略具较强的宗派倾向的人总是宣

称，苏联及其卫星国们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尽管它们是国家资本主义

社会）。他们会无可非议地宣称，仍然是这些国家旧时代的人们拥有并控制

着生产力，只是现在他们称自己为资本主义企业的执行董事而不是共产主

义的共产党官员。勹7] 然而，的确，作为一个整体，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在分

析共产主义的解体方面做出任何令人瞩目的解释。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

显而易见的：马克思著作的思想力址在千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他著作的

概念结构（ conceptual structure) 意味着它不适合处理不具有明显资本主义

性质的社会。 18

那么，当前如何看待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一些人或许想要

重复马克思 20 年后在努力写他的《资本论》早期手稿时以及（可能在他

那臭名昭著的拥的影响下）重读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时对自己

的反思：“重读了你的这一著作，我傥惜地感到．我们渐渐老了。这本书写

得多么清新、热情和宫千大胆的预料，丝毫没有学术上和科学上的疑虑！

连认为明天或后天就会亲眼看到历史结果的那种幻想，也给了整个作品以

热情和乐观的色彩，与此相比，后来的｀灰色而又灰色＇就显得令人极不

愉快。 ',[19 尽管 20 世纪 60 年代令人愉快又充满自信的黎明不大可能复归

了，但是对千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未来亳无疑问不是完全＂灰色而

又灰色”的。这一方法仍然（并且一直是这样，诸马克思原谅 O) 在解释

世界方面比在改变世界方面更有效七但是福山 (Fukayama) 20 年前认为自

由资本主义是最好的这一观点，好像有着越来越令人难以接受的悲观

由于有力地综合了历史、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马克思的社会理论

成为 19 世纪最重大的思想成就之一。当萨特称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的

O 原文为： as l' ver and pace Mar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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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时候，他认为马克思的很多思想巳经进入到（虽然是亳无意识

地）我们现在对世界的吞法之中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们现在都是

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倾向于把人石作社会的人，而不是孤立的个体；随若

社会学的发展（这极大归功千马克思），我们得以研究改变和改善社会的

种种方法；我们以历史的观点来正确评价经济因素在人类发展中的中心地

位；我们行到，在特定的时代｀思想是与特定的社会经济集团的利益联系

在一起的；马克思的批判己教会很多人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平等和不公

正现象，教他们至少要努力去碌少这些现象。

－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这样－种语言：数百万人用它

来表达他们对一个更公正的社会的希望尸作为反抗的工具，马克思对宗教

的描述给很多从中看到自己使命的人以很大的力址：”是被压迫生灵的叹

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钉粘神状态的精神一样”。正是把这些

简化成科学的公式和把这些热望的程式化、带来 r麻烦n 正如一位前共产

t义者依纳齐奥·斯隆所说：“官称补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性＇越大，这

些理论的生命也就越短暂；但是什会主义的价值将是永恒的匕理论和价伯

之间的区别没有被充分地认识、但是这种区别是根本性的J依靠一套理论，

一个人可以创建一个学派；但是依节·套价值｀一个人可以创建一种文化、

一种文阴、 －种共同生活的新方式。" I 20) 众所问知，马克思本人对他未来的

学生利用他的思想感到愤怒，以至千他在生命将尽时宣称：“有一点可以肯

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21'

但是这些同样的思想（虽然足被歪rth 的、修改的或者被亚新解释了

的）继续影响看人们的心灵和粘神。这些思想给我们理解世界提供了新的

维度＾马克思在社会主义的理论和价伯两方面都是思想的巨人。无论其中

一些理论多么令人感到疑惑，无论其中一些价值多么模糊，走过了 20 世纪

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都是人类对这种共同生活新方式寻求的不可分割、

永恒的一部分。

注释

[ l] 当时的反应｀参见 P. Foner, When Karl Marx Died: Commen ts in 1883 (New 

York, 1973). \1()兀＼1 idel y. see K. Wi ll i、 ,'The In troduc tion anrl Cr iti cal Rece ption of 

Marxisl Thou ght in Britai n, 1850一1900', The Historical Journal, \"O I. 20, no. 2, 1977 

[2] 最近对占克思关］，拨除市场和政治这种观点遭遇困难的思考，参见

A. Megi ll. 人arl Marx: Tire Burden 可 ReII.\on (Lanham. 2002), 

[31 G. A. Cohen, Karl Marx·s Tgeory of Histor_): 4 Defi吓ce (O x-ford,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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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John Roem t' r.,\ Gerneral Theon of Exploi1<1.tion and Class (Cambr idge, 1985). 

[5] 关「这一过程，参见 Marcus Rnlwrt s,.4nnl Jtical Mar小m : A Critique (Lon

<lon, 1996) ; lri近的文献可参见 Bristol-hased journal Imprints 心tarted in 1996 

[6] 可参见诸如下列芹作：John Roemer.. \ Fu ture for Capital ism (London, 1994) 

and Ph ilippe Van Par ij~. Real Freedom for All: Whal (if an_Hhing) can Just仿 Capitalism'?

(Ox .ford, 1995). e~pi> c ially chs 2 and 6 

[ 7] Dav id Miller. Sta te, Market and Community: Theoretical Founda tions uf'11 arkPt 

Social ism (Ox ford, 1989) ; David S('hweika rt, Aga i nst Capitali、m1 (Cambr idgP, 1993). 

[ 8] Karl Ma欢， SelertPd Writi ngs, ed. D. M c-Lellan (Ox ford, 2001) p. 568 这种

“共产主义社会的较低阶段”并不包括巾场．但足勹市场什会 E义的伦坪观有许多

相似之处

[9] 进一步可参见 Benell Oltman (ed.). MarkPt Social i.sm: The Debate among So-

cial垃s (Ne\\ York, 1998) 

[ IO] Eugene Kamenka, T加 Eth ical Founda tions of Mar沁m (London. J 962). 

[ 11 J Steven Lukes. Marxism a11d Moral ity (0曲rd. 1983) 

[ 12] George Brenker t. Marx'., Eth ics of Freedom (Bos ton. 1979); Allen Wood, Karl 

Marx (London, 1984). 

[ 13] Soll Meikc, Essential ism in the Thuug/,1 (,j.Karl Marx (London. 1985) : Phi lip 

k幻n, Marx and Ethi cs (Ox ford, 199 I). 敕近火Ji这方面的整体评论．参见 Laurence

W ilde, E小比al Marx is m and its Rad ical Criti cs (London. 1998) 

[ 14] Norman Geras, Litera ture of Revolution: Essa,s on Marx ism (London,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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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年表
马克思的茗作，无论书籍还是文窃｀ I1 前未发表的，一律用斜体乍母表示；生前巳发表的， ．律用粗斜体字母表示。(D

1818 
1824 
1830 
1835 
1836 
1837 
1838 
1839 
1840 
1841 

1842 

1843 

1844 

历史 个人 马克思著作

盓《改革法案》通过 上中学
德国关税同盟建立 入波恩大学

入柏林大学
维多利亚王朝建汀
宪背运动兴起 亨利希·马克思去世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即位
获博士学位；
移居波恩
冯·威斯特华伦男爵幻阳
作为《莱茵报》编钥移居科伦
结婚；

10 月前往巴黎

5 月燕妮出生；

9 月与恩格斯会面

《给父亲的信》
（博士论文》
《博士论文》
《博士论文》
《诗集》

《莱茵报》文章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2.1
《论犹太人问题》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

改革”一文》

《神圣家族》

O G) 在此表中，马克思的著作．生前已发及的用黑体表示｀其他用宋体表示。
` @ 此扦作实际上是 1927 年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第一次用德文发表，且此标题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上义研究院后加的。



七 ;J.口
、J

。 历史 个人 马克思著作 三涣
0 抇
3 布

1845 2 月移居布侨塞尔； 《关千费尔巴哈的提纲》
> 
CII ̂  
g沮

7 月去英格兰；
3 上
口豖

乏·、一
劳拉出生 上

m 

1846 废除《谷物法》 1 月成立通讯委员会； 《德意志意识形态》

3 月与魏特林争吵； 《反克利盖的通告》

12 月埃德加尔出生 《给安年柯夫的信》

1847 1 月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 《哲学的贫困》

1848 革命时期； 3 月前往伦敦； 《关千自由贸易的演说》

加利福尼亚金矿开采浪潮 6 月作为《新莱茵报》编辑前往 《共产主义宣言》

科伦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

为《新莱茵报》撰写的约 80 篇文章

1849 5 月前往巴黎； 《雇佣劳动与资本》

8 月前往伦敦； 为《新莱茵报》撰写的约 20 篇文章

11 月格维多出生

l850 《十小时工作法案》 9 月格维多死去； 《告同盟书》

12 月移居第恩街 为《新莱茵报》撰写的一些文章

《法兰西阶级斗争》



历史

1851 博览会

1852 

[ 1852/62] 

1853 

1854 

1855 

1856 

1857 

1857/8 

1858 

法兰西第二帝国开始

克里米亚战争

个人

3 月弗兰西斯卡出生；

6 月弗雷德里克·德穆特出生

4 月弗兰西斯卡死去；

11 月共产主义者同盟解散

1 月爱琳娜出生；

4 月埃德加尔死去

冯·威斯特华伦男爵大人去世；

移居格拉弗顿坊

马克思著作

印度起义

［为《纽约先驱论坛报》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CD 撰写的一些文章］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流亡中的大人物》

《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帕麦斯顿：高尚意识的骑士》

《帕麦斯顿和俄国》

为《新莱茵报》撰写的约 100 篇文章

《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

为《人民报》和《自由新闻》撰写的文章

《导言》＠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文章

471 0@ 
此处似应为《纽约每日论坛报》 (N如 York Da ily Tribune) 

即 ((1857一1858 年经济学手稿〉导言）

护
沁
吨
，
书
烛
e



古 ：护
心

历史 个人 马克思著作
二净
三..哑、
._ x ........ 对十

1859 达尔文《物种起源》出版；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 

i? 穆勒《论自由》出版 《政治经济学批判》

为《人民报》撰写的文章
乏淙
．、.. 

1860 意大利王国建立 《福格特先生》
m 

1861 美国内战爆发 2 月至 4 月到荷兰和德国看望拉 为《新闻报》写的 15 篇文章

萨尔

1862 俄国废除农奴制； 7 月拉萨尔到伦敦

俾斯麦出任德国首相兼外交大臣

1862/3 《剩余价值理论》

为《新闻报》写的 30 篇文章

《论波兰问题》手稿

1863 拉萨尔社会主义党 (ADAV) 1 月玛丽．白恩士去世； 《资本论》第二卷
建立 （至 1877 年）

11 月马克思母亲去世；

12 月马克思去特利尔

1864 第一国际建立 3 月移入莫丹那别墅； 第一国际成立宣言

5 月沃尔弗去世； 《资本论》第三卷

8 月拉萨尔去世

1865 《价值、价格和利润》
《论蒲鲁东》



个人

1866 

1867 

1868 

1869 

1870 

1871 

1872 

1873 

1874 

1875 

473 

历史

普奥战争爆发

格莱斯顿首次出任首相

社会民主党在德国成立

普法战争爆发

巴黎公社成立；

德意志帝国建立

共产国际泭牙代表大会召丿卜

哥达代表大会召开

4 月至 5 月马克思为《资本论》

出版 1｛亘到汉堡

劳拉结婚

恩格斯引退；

9 月至 10 月马克思拜访库格曼

9 月恩格斯前往伦敦

燕妮结婚

8 月至 10 月马克思去卡尔斯

巴德

8 月至 9 月马克思去卡尔斯
巴德；

移至梅特兰公园路 (Maitland

Park Road) 

马克思著作

国际工人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章程

《资本论》第一卷

关千普法战争的两篇宣言

《法兰西内战》

《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

《（共产主义宣言〉第二版序言》

在阿姆斯特丹的演说

《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序言

对巴粘广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作
了大怔札记

《哥达纲领批判》

《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

妒
浊
宅
，
书
烟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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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1876 

1877 

1878 

1879 

1880 

1881 

1882 

1883 

俄土战争爆发

德国“反社会党人法令”颁布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出版

个人

巴枯宁去世；

8 月至 9 月马克思去卡尔斯巴德

8 月至 9 月到诺伊恩阿尔

8 月至 9 月去阿尔让台；

12 月燕妮·马克思去世

2 月手 6 月去阿尔及尔、蒙特卡

洛等地

1 月燕妮．龙格去世；

3 月马克思去世

马克思著作

为《反杜林论》撰写评述文章

《给米海洛夫斯基的信》

护
沿
袒
布

U
泾
4

l
l/i) 

Karl 

Marx: 

A 

Bl0graphy, 

4m 

《通告信》

《工人调查表》

《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

关于瓦格纳著作的评论

《给维拉·杳苏田奇的信》

《摩尔根（占代计会〉一书摘要》

《（共产主义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



马克思家谱

约瑟夫·伊斯拉埃尔（拉比）
(1684 釬去 1lt)

\ 
伊萨克·沃姆斯（拉比）

\ 1722 年去世）

＼印—
(1772 年士 1廿＼ I 

朵汗斯·里沃夫（拉比）

(1788 仆去 1廿｝
| 
叶娃二＝＝迈尔·列维. q,克思

杰胡达·木·埃利泽·哈－列维·敏炊（帕多瓦拉比）

(1508 勺士 1廿）

/ 
七代

/ 
约书亚·希尔舍．甩沃夫（拉比）

(1771 仆士世）
萨谬尔·马克思·列绯（拉 lf::\

(1804~1·*'廿）

萨缪尔（拉比）
! 1829 年去 IU)

广
亨利希＇．廿兑患，＝＝：宁叩达·廿列斯歧兑 雅各
< 1782一 1838) I (1787-1863) 

| 
埃斯竹

(1865 仆去出）
巴 61 扑

伈里沃．大且 索1L ti ＝和廉· 酌顶 亨里牛＇） ＝竹奥多霜 胳易沙＝：扬· 埃米t;l ＝约吩· 1 爱德华(4 夕死去） （ 1816— 1897) 施］广」勹—l842) (l82 0- l856) 而蒙斯 (182I一 1893 犹塔 (1822一 1888) 康扣迪耟各（尸；82护 18171
';I1妮 ·1'1·威斯扑华伦一一卡尔·马克思＿＿海伦·饱穆札

(1814-188l) 丁 (1818一 1883) T1182 0- l890 (1824一 1847)
l 

弗宙德里克，德穆竹

(1851一 1929 l 
| 

一个儿子， 个孙井

燕妮 ＝＝沙尔·龙恪 劳拉 ＝＝保尔·拉法格 埃德加尔 恪维多 弗兰西斯卡 爱琳娜＝＝爱德华·艾威林
(1844一 1883)1 -. - (18~ (1847:_1855) (184 9- 1850) (1851一 1852) (1855 — 1898 l 

埃蒂耶纳 一女 一子
(1869-1872 l (1870) (187 0-- 1871) 

哈利 廿 埃德1加尔 哈1利 马忐尔 煦1妮
(1873-1874 l (1876一1938) (187~ 1950 l (1878一 1883 l (1881一 1949) (1882-1952) 

二千 一子一女 一扫
475 汁：此表中“拉比＂，除扑别指出外，

均指牡利尔拉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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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经济学”图表

马克思计划中的著作用罗凶宁舟表示；生前完成但未发表的片作斜体i·母表示；生前发农的我作用粗斜体表

一
、

I / 

1843 1844 1846 1851 

黑格尔 巴黎 政治学和 I政治经

法哲学-土竺二二一经济学 济学
批判 著述批判

2．社会主义

3．经济学说史

1857/8 1857/8 1859 1863-1867 

l资本 经 —政治经 一—-《资本论》第一卷
（司价值 济学批判 一商品和货币

(b)货币
济
－—一商品 一剩余价值

(C')资本一般 一货币 一工资

生产
一流通

流通
学 《资本论－第二卷

一一者的统一
一流通

批 《资本论》第三卷
利润 —利润

信贷 判 一信贷

2．上地所有权 一地租

3．工资 手
4．国家

I 
《资本论》第四卷

5自由市场
—剩余价值理论

稿
6．世界市场

U) 在此表中马克思生前发表的著作用窐体表示，马克思完成但生前未发表的拧作用楷体表示；其他为计划中的著作



Select Criti cal Bibliography 

ENGLISH 

COLLECTED TEXTS 

K. Marx, Selecl('d Essays. e<l. H. Stenn ing (London and New 'I ork, 1926. 

reprinteJ 1968). Abbrev iat1011: Stenmn g. A collec tron of seven essa ys from I he 

earl y Mar-x, mos t of I hem mi nor. 

K. Marx 、 F. Engcl、 ,Selected Work., (M()“COII 、 1935. se,·eral repri n t、).

Abbrev iation: WESW. Th (,.. class tcal" an thology. None of the earl y writi ngs are 

included and less than ha lf the material 飞 by Marx. Never theles!' i l provides com

plete and fa八hful t ran、ial ions of man y of Man｀、｀“ork,,,

K. Marx, Capit al. the Commun ist 11anij e:; to a11d()如r Writi ng.',ed. 

M. Eas tman (New York, I 932). Con(、en Irate、 on Capit al to tht> comple te exclu

sion of early writi ngs. 

K. M釭x, F. Engels 令 Basic ITriti ngs 011 Pol iti cs and Ph ilosophy, eel. L. Feuer 

(New York, 1959). Conc-en tra tes on Marx·,, h istorical "riti ngs, with a use ful SP.

lec tion of le tters and essa ys at the end. 

K. Marx, Selected Writi ngs in S()('lolog.} (lnd.、、ociu/ Ph ilosophy, ed. 

T. Bollomore and M. Rubel (London. 1956) In many "a y,; the bes t anthology、

draw ing on all Marx气s writi ngs whe ther ava i lable in English or not. 

K. Marx. Earl_) Writings 、 ed. T. BollomorP (London, 1963). AbbrPv ia

Lion: Bollomore. Conlatns the essa y;; in the Deutsch-Fmruns tsche f ahrb ii cher and 

the comple te I ext of the.. Par is Manuscr ipts". 

Writi ng.'o f the Young Marx on Ph ilosoph.) and Society, ed. L. Easl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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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l Marx, A Biography, 4E 

K. Guddal (~ew) ork, 1967). Abbrev iation: EG. A comprehens ive collec tion of 

Marx's writi ngs from 1841 lo 1847. Conta ins extrac ts from The Holy Fam ily and 

The German ldeolog). 

The Es、、en tial lf'riti ngs of Karl Marx, ed. D. Cau te (London and ~ew York, 

1967). Small excer pts with emphas is on the ph ilosophical ancl revolu tionary as

peels of Man. 

Marx ist Social Thought, ed. R. Freedman (New York 、 1968). Fa irly com

prehens ive on the soc iologic·al aspecl i- of Ma八's later works. Litt le re ference Lo e

conom ics or lo Marx·,, earl, writi ng;;. 

K. Man., The Earl y Texts, ed. D. McLellan (Ox ford, J 971). Abbrev ia

Lion: ET. A eomprehens ive sele(' tion of writi ngs up lo and includ ing 1844, with 

letters. 

The Por table Marx, e<l. E. Kamenka (Ne\\ York, 1971). A selec tion con

Lain ing longer extra('ts and some newly lransla1ed mater ial. 

Karl Marx on E('onomy, Class and Social Revolution 、 ed. Z. Jordan (Lon

don, 1971). A Pomprehrns ive colleC'lion 令 a imed at th t> soc iologist. 

Marx-En gels Reader, ed. R. Tucker (New York 、 1 971). A more balanced, 

bu t shor ter, vers ion of the Moscow ed iti on above. 

K. Marx, The Essential Writi ngs, ed. R. Bender (New York, 1972). A 

large collec tion, well pul together, with clue empha汕is on the econom ic writi ngs. 

K. Marx, Selected Writi ngs, ed. D. MC"Lellan (O xford, 1977). A compre

hens ive selec tion from Lhi> whole ran ge of Marx·:,work. 

Karl Mar兀： A Reader 、 ed. J. Els ter (Cambr idge, 1986). A use ful, shor

Lish collec tion. 

Karl Marx: Earl y Pol iti cal Writi ngs, ed. J. O'Malle y (Camb ridge, l 994) 

Excellen t new Lranslations of works up to, and i nclud ing、 Poverty of Ph ilosophy. 

There are also collec tions of texts, mostly newspaper articles, on the follow

ing spec ific the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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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Br ita in (London, 1953). 

On Ireland (London 令 1970).

Marx on Ch ina (London, 1968). 

F irs t Ind ian War o f Inde pendence (Moscow. 1960). 

Revolu tion in Spa in (London. 1939). 



S,-1,.ct Criti,·al Bibliogrnphy 

On Colon ial ism (Moscow 畸 1960).

Karl Marx on Colon ia lism and Modern iza tion. ed. S. Av iner i (New 

York, 1968). 

On Mal thus (London, 1953). 

On Litera ture and Art (Bomba y, 1956). 

On Rel igion (Moscow, 1957). 

On Revolu tion, ed. S. Padover (New York, 1971). 

Pt>ngu in have brought nu t an e ight-volume sdt>C' l i on 「rom Marx's works, m

elud ing the wholf' of Capital and I he Grundr is.~e. Th岱 ha"Ve subs tan tial introdu f'

lions and the new transla tion:, are vel)· good. The lran:,la tion of the Collected Works 

of Mar.\ and Engels lo C'omprise fifty -one rnlumes. publ ished by Lawrenc f' and 

Wishar t, began ap1waring in 1975 and is well on it s way lo compleLion. The 

Lranslation is rel iabl`,, if al timt、s a l itt lt-' awkward, and it is ac('ompan ietl by a 

wealth of minor informa tion. 

COLLECTED LETTERS 

K. Marx, F. ~ngels. Selected Corre.~pondencP (London, 1934). Abbrev ia-

tion: MESC. 

K. Marx, 切ters tu 人ugelmann (London, 1934). 

K. Marx, F. Engels. 比t／er.I t(,.t 1mertcans ('l e\\ York, 1963). 

K. Marx, On the Eas tern Question (London. l 899). 

N. B. All the works below Pither havP appeared or will appear in the Cullected 

Works. The list below is in t臼nded as a rh c>rk-l i st for rPference and to ind icalP al

tern a Live transla tions. 

1. School Leai·ing Essays. Partial transla tion in EG. UECW, l. 3 ff. 

2. Letter to h i., Fa ther. EG, ET. lfEC兀'`1. lOff. 

3. Docloral Thesi.1. The lhe函itself i,. transla ted in 'l. Li, ergood, Acti 11i11 in 

Marx's Ph ilosophy (ThP Hague 令 1967). Appendie凸parti ally transla ted in EC, 

ET. MECW, I. 29 ff. 

4. Poems 1836-184 1. Parti ally tranHlated in R. Payne (Pd.), The Unknown 

Marx (London, 1972). MECW, l. 517 ff. 

5. Articles for Rheinische Zeitung. Selec tions i n EG, ET. MECW, l. 109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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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l Marx A B io gra phy, 4E 

6. Critiq up f!f HPgel'., Philosoph) 。,f Right. Transla ted and ed it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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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作为在人类历史上掀起轰轰烈烈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家与革

命思想的实践者，是永远谈论不完的。一个人眼中有一个马克思．每个人

眼中有不同的马克思．那么什么才是真实的马克思？麦克莱伦作为国际上

知名的马克思思想的研究者，在他所著的《马克思传》中从思想、生活和

情感等多个不同角度给人们展现了－个真实、生动且有血有肉的马克思

形象＾
麦克莱伦的《马克思传》出版于 1973 年 该书自第一版出版以来，在

西方学界一直是研究马克思思想的且要参考文献 20 世纪 90 年代初，在苏

联剧变的背景之下．马克思主义发展似乎丈入低谷．而麦克莱伦却于 1996

年在新的形势下，重新修订并出版该书的第三版，这既反映出作者对马克

思思想的执著信仰，也表明马克思思想的学术和理论价值经受了时间检验。

在当前中国学界日益深入研究马克思的一些以前不为人所泣视的版本文献

的情况下，相信本书的出版定能给人们带来新的启迪。

人物是离不开思想的＾在论述马克思的思想方面，本书对马克思一些

重要的经典著作作f细致的论述。这包括对马克思青年时期的一些茗作、

稍后的著作，尤其是对马克思致力的经济学思想，本书都作了比较系统的

剖析 此外｀书中常常能够引用那些能表达马克思的深刻思想却可能为很

多人所忽略的引文，因此对马克思的研究者而言，往往会有一种耳目一新

的感觉。比如，实践是马克思思想的重要特征，那么如何看待意识、信仰

和思想的作用？作者引证的是：“我们坚信，真正危险的并不是共产主义思

想的实际试验，而是它的理论论证......至于掌握若我们的意识、支配着我

们的信仰的那种思想（理性把我们的良心牢附在它的身上），则是一种不

撕裂自己的心就不能从共中挣脱出来的枷锁；同时也是一种腐鬼，人们只

有先服从它才能战胜它 u" 这就以无穷的意味说阴，在马克思那里，理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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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巨大威力，同时也说阴超越意识的艰对性和悲壮性，说明荌战胜、挣脱

的超越理论｀首先要经历的儿余芍坚定，即服从它。

除f对马克思各个阶段的思想作f典型和沽晰的叙述之外，本书还在

不少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独立的、与传统不回的理解。例如｀马克思肖年时

期的诗作中有这样的句子：“康德和费希特在太空飞翔，／对未知世界在黑

暗中探索； ／而我只求深入全面地领悟／在地面上遇到的日常出物。“长期以

米，在我国学术界、 一般都认为、它标忐若马克思抛弃费希特转向到现实

本身中飞1求理念的开始｀但女克莱伦却提出：“如果把它当成马克思本入的

话．那么这段话的意义就会完全被误解。“因为在他看来、它正是“为马

克思所批判的＂。

书中还很注重对学界比较关心的有关马克思思想研究的热点问题，甚

至敏感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例如，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

中足否产生了马克思后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最初萌芽？青年马克思为什

么从宗教批判开始，而后为什么这种批判迅速地变成了世俗化的政治性反

对运动、从纯理论领域转向直接的实际的政治领域？马克思描述的无产阶

级足否是非经验的、为什么他突然之间支持了无产阶级的小业？对这些问

题，支克莱伦都有自己的思考和答案．相信－定能给读者以启迪。

另外，对千棘手的马克思与犹太人自我意识的问题，本书也作了探讨。

马克思的犹太人身份似乎是兖无疑义的，他的同时代人．例如梅维森等也

都把他看作犹太人。而在马克思的衿作中，不少地方却充满了反犹的语句，

那么他是否是一个反犹主义者＇？这在西方曾引起了很多争论。作者在本书

中旁征博引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多次探讨．作常有助千我们理解马克思的犹

太人身份以及马克思对待犹太人的态度等问题＾

学术界关注的、也是－自处千争论中而又时时更新的另一个问题，是

冯克思与宗教的关系。长期以米，学术界对此一直有石不同的观点。有人

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一种“宗教”；有入试图宫称马克思不是·个真

正的无神论者；还有一些人宣称马克思理论的基础框架是基督教的救世观

念，而无产阶级则扮演了以色列的受难仆人的角色，如何石待这些观点？

对此，安克莱伦）方面提出并引用 r” 问题在千忏诲，面不足别的 e 人类

婓冼消自己的罪过，就只 {1 说出这些罪过的真相”的理论观念，认为这里

而有君通过“意识改革”的救赎观念 c 他甚至认为，什 19 世纪 40 年代初．

呫克思思想中还有根深蒂固的本教“救赎“观念。而另一丿、J ［旬，麦克莱伦

也分析批判了“真正的哈克思”后来的思想与有神论有仔何联系这种观

点，认为“为了把弓克思变成－个不符别人阻拦的信仰占，改变｀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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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意义是合理的，但是这样过多地抹杀了区别，会把问题变得亳无意

义”,

思想更多的是理性的产物，因此它是冷峻的鲁县至是锐利的，虽然很

多时候它并不乏热悄。拨开思想的光环，本书给我们展现了产生这些思想

的马克思的富有魅力的人格、真实而不平凡的个人生活、包括个人的悄感

生活等 思想是花朵、而这些丰富的个性才是产生花朵的最为直接的上壤u

如果不是经过作者对马克思的生活细节、情感世界进行这么精心的、细致

的描写与刻画，很难使读者对马克思思想的伟大、超越个人私利的高远境

界与他生活的艰辛和愉快之间的反差产生出巨大的心灵震撼。侧重于对马

克思家庭所经历的辛酸、痛苦、快乐、幸福的记述，是本书的另一突出

特点

无疑，马克思有若极为广博的书籍涉猎、极为严密的思考逻辑，以及

由此产生的他所认定的最为彻底的理论；有若对手所惧怕的清晰智慧的头

脑、锐利的语言、骄傲甚至不羁的性格。在个人方面｀麦克莱伦对马克思

的描述是，他的生活是＂奢逸＂的（一旦他有了钱的话），只是对生活的

安排显得异常淩乱和没有条理。本书是把马克思当作真实平凡的人来叙述

的：年轻时马克思酗酒、打斗．并因此被学校关禁闭；书的作者甚至认为｀

因为耶拿大学比柏林大学小畸比较容易拿到博士学位、加之又有熟人在那

里，因此马克思在缺席的悄况下被授予了博土学位；此外，本书甚至还披

森了马克思与海伦·德穆特及其私生子之间的一些生活细节。这些内容，

作为历史的书实，在西方学界早已为人所熟知．相信读者自有公论 但是，

人的思想与精神的光芒不会因为他作为物质性的人的真实性而被淹没，马

克思仍然是伟大思想的奠基者。

另外．本书还记述f马克思与其生活及工作周围一些人的交往关系细

节，特别是通过对马克思与恩格斯、海涅、赫斯、魏特林、拉萨尔、巴枯

宁等一批影响时代的知识分子交往过程的大趾细节描述，使得读者能够从

感知上把马克思与他的时代、他的同时代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些描述

使作为思想家的马克思的形象更加真实和丰满起来，并能够让读者透过他

深邃的思想触及他跳动的脉搏，以及与其他人共同的喜怒哀乐。

特别是书中很注意引用同时代入对马克思外貌特征、思想、气质的评

价，从不同角度增加了读者对马克思的认知。例如，书中引用的其他人对

马克思的描述，如说他“体格健壮，脸庞匀称，一头浓密的黑发”.“谈话

极富活力，在自制冷静的外表之下是坚毅的灵魂进发出来的显而易见的火

一样的激悄＂，以及“他专横、冲动、热悄，有们无限的自信，但同时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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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严谨、博学”等，这些都有助 Fi贞者汀刻感性地勾勒出马克思显然与

众不同的特征。

本书的翻译比想象要米得艰难．这不仅因为英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

儿》（以下简称《全集》）的编排宁11 文版有所不同｀大大增加了依据英文

对《全儿》的引用寻找柜对应的巾文出处的难度．更有英文版在进行从德

文守原文的翻译时，一些地方选择的词语．与我们《全染》的中译文显然

有不回的或者更多的含义。针对第..种怕况｀我们还是按照惯例，在对

《全渠》引用的地方一律以巾文版（全揉》为准，在关文版与中文版明显

不－致的地方，都以脚注作了说明。例如第一部分注释 [186] 引文，中文

版足：“我声明说，在偶然写写的剧评之类的东西里偷运一些共产主义和社

会主义的原理即新的世界观..... "在英引文中，并没有”即新的世界观”

这杆的表达，本书在脚注巾进行f说阴。针对第二种情况，或者有助于更

完整理解、把握马克思的思想，在我们感到有必要指出或强调中文用语对

府的关文）］］语的时候，也尽川以脚汁的形式作了说叭 例如第二部分注释

[71] 引文｀中文版足： ＂．句话．你们不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就不能消灭

哲学”,“消灭”一词在中义中有＂彻底毁坏”“摧毁＂ ＂毁灭”之义，而

在关文中相对应的是 “lranscPnd" (超越、突破），完全不同于中文“消

火”之义；再比如第二部分注释[ 144] 引文．中文版是：“因为人的本质

足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中文版中翻许的“联系”在英文版中对应的

表达足 ''nat ure" （自然、自然丿）、性质），这里有中英文语言本身对应千

德文等语言表达的差异，也fl 《全见》的中英文版译者对原茗理解的不

回，这些不同在本书中也尽队川脚汴作 r 说明，希望有助f读者更准确地

把握马克思的思想

在本书翻译的过程11L 陈文庆博上、刘兀琪副研究员、黄皖毅博士和

弟弟 F必等给予了员定帮助、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本书经历了一个认贞、艰苦的翻译和校对过程、 [h 千水平有限，讹误

之处在所难免．诚盼学界识者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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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版中，除了依据原桲作了相应改动和补充外，还对上一版的中

文译文作了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八北京大学上东先生、先刚副教授，中国藏

学研究中心朱晓明先生，中国人民大学高放先生畸陈文庆博士，中央编译

局刘元琪副研究员、徐洋副编审，美国 Buffalo 大学 Davit! Koepsell 博士，以

及本书作者 David McLellan 教授、对本书的翻译都提供f积极帮助，在此谨

表感谢。还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郭晓明、田淑香编辑为本书付出的

辛勤劳动。

虽然“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但心诚然也是有知有不知，译文

虽经多次认真译校加工，由千水平有限，错误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

专家和读者不吝指正 3

译者

2008 年春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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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戈尔巴乔大到普京的俄罗斯逍路：苏联体制的终结和新俄罗斯

［美］大卫． M· 科兹 弗雷德·威尔

作理性卞义：卢卡奇与马克思主义垀性观

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对话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起点

［美／法］汤姆·洛克莫尔

［美］诺曼·莱文

［美］斯蒂芬． A· 雷斯尼克理查德． D· 沃尔夫

资本主义的起源：学术史视域下的长篇综述 ［加，埃伦·米克辛斯·伍德

大同世界 ［天］迈克尔·哈特 ［意」安东尼奥·奈格里

平等与自由：捍卫激进平等主义 ［加］凯·尼尔森

呫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新解

革命的马克思七义与 20 tll 纪仕会现实

超越后殖民理论

民主化的进程

［美］罗伯特·布伦纳

［比利时］欧内斯特·曼德尔

［美］小埃．圣胡安

［匈］捷尔吉·卢卡奇

马克思的《入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ISO 年 ［恋］马塞罗·默斯托

理解马克思 ［美］乔恩·埃尔斯特

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 K义 ［美］田辰山

马克思传（第 4 版） ［英］戴维·麦克莱伦

苏联的马克思上义： ．种批判的分析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

令球动汤的经济学 ［美］罗伯特·布伦纳

呫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 ［法］雅克·德里达

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第 3 版） ［英］戴维·麦克莱伦

反对资本l3义 美］戴维·施韦卡特

马克思的复仇一—资本 K义的复苏和苏联渠权补会主义的灭亡

激进民E

马克思思想导论（第 3 版）

呫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

［英］梅格纳德·德赛

［女］道格拉斯·拉米斯

［英］载维·麦克莱伦

［关］特雷尔·卡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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