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

M

Y

CM

MY

CY

CMY

K

学习29huan.pdf   1   15/11/18   下午11:46



图书在版编目 (ＣＩＰ) 数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ＭＥＧＡ)研究 / 刘仁胜

主编.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 １２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 / 杨金海主编ꎻ ２９)

ＩＳＢＮ　 ９７８ － ７ － ５１１７ － ２８４３ － ２

Ⅰ. ①马　 Ⅱ. ①刘　 Ⅲ. ①马恩著作研究

Ⅳ. ①Ａ８１１

中国版本图书馆 ＣＩＰ 数据核字(２０１５)第 ２７４４９４ 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ＭＥＧＡ)研究

出 版 人: 刘明清

责任编辑: 薛迎春

责任印制: 尹　 珺

装帧设计: 田晗工作室

排版制作: 北京吉浪世纪制版科技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５ 号鸿儒大厦 Ｂ 座 (１０００４４)
电　 　 话: (０１０) ５２６１２３４５ (总编室)　 　 　 　 (０１０) ５２６１２３３６ (编辑室)

(０１０) ５２６１２３１６ (发行部) (０１０) ５２６１２３１７ (网络销售)
(０１０) ５２６１２３４６ (馆配部) (０１０) ５５６２６９８５ (读者服务部)

传　 　 真: (０１０) ６６５１５８３８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７８７ 毫米 × １０９２ 毫米　 １ / １６
字　 　 数: ５２７ 千字

印　 　 张: ４２. ５
版　 　 次: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第 １ 版第 １ 次印刷

定　 　 价: １３０. ００ 元

网　 　 址: ｗｗｗ. ｃｃｔｐｈｏｍｅ. ｃｏｍ 邮　 　 箱: ｃｃｔｐ＠ ｃｃｔｐｈｏｍｅ. ｃｏｍ
新浪微博: ＠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 (ＩＤ: ｃｃｔｐｈｏｍｅ)
淘宝店铺: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ｈｔｔｐ: / / ｓｈｏｐ１０８３６７１６０. ｔａｏｂａｏ. ｃｏｍ) (０１０)５２６１２３４９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嘉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敬伟　 问小牛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ꎬ 本社负责调换ꎮ 电话: (０１０)５５６２６９８５



书书书

中央编译局文库出版工作领导小组 ( 编委会)

主 任: 贾高建

副 主 任: 俞可平 魏海生 陈和平 柴方国 杨金海

委 员: 崔友平 沈红文 杨雪冬 季正聚 陈家刚

赖海榕 郗卫东 张文成 刘明清

中央编译局文库出版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 任: 薛晓源

成 员: 徐向梅 苗永姝

中央编译出版社文库编辑中心编辑小组

刘明清 薛晓源 谭 洁 董 巍 贾宇琰

冯 章 曲建文 苗永姝 邓 彤 杜永明

盛菊艳 李媛媛 薛迎春 董 妍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顾问委员会

贾高建 俞可平 宋书声 殷叙彝 詹汝琮 张钟朴

李洙泗 冯文光 赵家祥 严书翰 梁树发 郭建宁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编辑委员会

主 编: 杨金海

副主编: 冯 雷 ( 常务) 薛晓源

编 委 (按姓名拼音排序)

陈喜贵 冯 章 黄晓武 江 洋 李百玲 李义天

李媛媛 林进平 刘仁胜 刘 英 刘元琪 吕增奎

马 瑞 苗永姝 彭萍萍 盛菊艳 史清竹 武锡申

姚 颖 苑 洁 郑 锦 郑天喆 周艳辉

参加本卷编辑出版工作的有

薛迎春 苗永姝 冯 章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编辑说明

本卷收录国内外有关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 ( MEGA)

的历史发展、资料研究和编辑状况的 41 篇文章。

本卷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 “总体研究”，收录 16 篇文章。

在这些文章中，苏联、原民主德国、俄罗斯、德国和中国学者从宏观角

度介绍了 MEGA版的历史发展状况。第二部分为“现状研究”，收录 13

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原民主德国、德国和中国学者主要介绍了

MEGA版的现行编辑情况。第三部分为 “具体编辑”，收录 8 篇文章。

在这些文章中，中国、德国和芬兰学者对 MEGA 编辑出版过程中遇到

的新材料和新观点进行了甄别、分析和研究。第四部分为 “理论研

究”，收录 4 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中国学者对于 MEGA 版的相关编

辑标准等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

为保持文献性，本丛书的注释尽量保持原貌，不作改动; 但对原注

释有错误或有遗漏的，我们尽可能查阅了有关文献，作了必要的规范和

完善; 对有些查找不到的，保留原来的内容和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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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呈献给读者的这套《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丛书，旨在服务于我

国正在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积极吸收和借鉴国外马

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编译局编译的有关国外学者研

究马克思主义的成果，以及少量相关的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整理出版，

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基础性的参考资料。本丛书计划出版 37 卷，

三年内陆续完成编辑和出版工作。

编译国外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并对相关问题展开深入

探讨，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中央编译局作为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研究的专门机构，历来十分重视这项工作。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编译局的同志们编译了

大量国外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文献，也发表了不少自己的相关研

究成果。这些成果曾经在中央编译局编辑的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等刊物公开发表，或在内

部刊物《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列宁研究》等刊载。这些成果对于推

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和研究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时至今日，

一些学者仍然把它们当做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珍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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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近年来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深入

推进以及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的快速发展，这些研究资料的留存情况已

经远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了。《马列著作编译资料》和 《马列主

义研究资料》早已停止出版，很多人难以找到原有资料; 《马克思恩格

斯研究》等内部刊物刊载的文章没有公开面世，也难以为人们广泛使

用; 而新编译的文献资料又很零散。因而，希望中央编译局提供马克思

主义研究资料的呼声越来越高。

为了继承前辈的事业，适应学界的需要，尽可能全面系统地收集整

理中央编译局近几十年来编译的国外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以

及相关的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央编译局专门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

究资料》丛书课题组，并对该项工作提供了基金资助。课题组不仅在局

内组织力量进行工作，而且争取到社会力量的支持。经过课题组同仁两

年多努力，已经形成一批编辑成果，还将继续补充、完善并陆续推出。

这套《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丛书就是这些成果的集中体现。

本丛书力求体现如下四个特点，这也是丛书编辑工作所力求遵循的

四条原则: 第一，保证文献性。本丛书主要收集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编译

局刊物发表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编译和研究方面的成果，这些刊物包

括公开出版的《马列著作编译资料》、《马列主义研究资料》、《马克思

主义与现实》、《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国外

理论动态》等，也包括内部刊物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列宁研究》、

《斯大林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等; 少量收集其他杂

志发表的中央编译局学者编译或撰写的有关文章; 个别收集与中央编译

局长期合作的其他学者的相关文章; 对所收商榷性文章涉及的其他学者

的成果，也作为附文收入，以示对相关学者的尊重，也便于读者在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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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时参考。收集整理这些学术成果的目的主要是为学界研究马克思主

义提供参考资料，同时帮助人们了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历史进程和思想

脉络。因此，本丛书所收文献力求保持其历史原貌，包括其中的人名、

地名、术语、引文等，都不作改动，以便读者进行文献考证之用，只对

个别错漏文字等进行校正，对于文中可能产生歧义的地方，以“本丛书

编者注”的方式加以说明。其中读者特别应当留意的是译名、术语的不

统一问题，例如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就有多种表

达方式: 原文版、国际版和 MEGA 版，其中，往往又以 “老”、“新”、

“MEGA1”、“MEGA2”、“MEGA1”、“MEGA2”等来区分历史考证版第

1 版和第 2 版。第二，突出编译性。本丛书所收文献中，以国外学者的

成果为主，包括国外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思想、生平

事业，乃至书信往来、工作生活等方面的研究文献，凡比较有资料价值

的，均在收集之列。如上所述，国内学者的相关考证性成果，包括经典

著作翻译、版本、传播、重要术语考据等文献，凡具有资料价值的，也

一并收入，但这部分内容所占比例较小。第三，力求系统性。上述几十

年来形成的这些编译研究资料繁茂芜杂，十分零散，使用起来很不方

便，编辑整理就更为困难。为把这些宝贵文献整理面世，使之更好地发

挥作用，编辑人员下了很大功夫。在收集整理中，我们力图分门别类，

尽可能将同类资料按照一定逻辑顺序编排，使之呈现一定的系统性，以

便读者全面掌握有关资料。第四，力争权威性。本丛书力争选编国内外

在相关研究领域具有一定权威性的专家学者的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文

献。为保证文献的权威性和准确性，我们对文献的引文进行了校订，特

别是对有关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引文进行了原版原文核对，并对注释

尽可能地作了规范化处理，以便读者更准确地了解引文及其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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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考虑，本丛书的编排体系大体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经

典著作研究，包括关于 《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手稿、创作、版

本、传播诸方面的研究文献; 第二部分是基本理论研究，包括哲学、政

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政治学、法学等方面的研究文献; 第三部

分是版本和传播、编译以及生平事业研究; 第四部分是国外马克思主义

研究。每一部分包括若干卷。每一卷都有本卷编辑说明，对本卷编辑的

思路、内容和有关技术问题作简要交代。各卷内容按照逻辑顺序进行编

排，在此基础上再按照时间顺序编排。各卷内容一般要作分类，并加分

类标题，以便读者阅读研究。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本丛书是整理编辑已有的文献，而且主要限于

整理编辑中央编译局学者编译和研究的部分成果，这就决定了本丛书不

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憾。一是这些文献中有的观点不一定正确。选编这

些文献并不意味着编者赞同其中的观点，我们的目的仅仅在于为人们研

究马克思主义提供参考资料，其中正确的思想成果可以作为我们研究借

鉴的思想资源，而错误的观点可以作为我们研究批评的对象。例如，对

有关马恩对立论的观点，我们是不赞成的，但为了让研究者了解、研究

和批评这种观点，也收入了相关文章。所以，谨请读者在使用这些文献

时注意辨别是非。二是这些文献存在质量参差不齐的情况。由于这些文

章的作者、译者水平不同，写作时间、背景、针对的问题、产生的影响

以及发表的刊物等不同，其质量也就有一定差别。例如，有的概念和译

文在今天看来不一定科学、准确，有的文献曾经很有价值而在今天看来

最多只有学术史的价值。在选编过程中，我们尽量收入那些分量较重、

影响较大的文献，但为了比较全面地反映学术史的原貌并提供尽可能详

细的研究参考资料，也收入了一些篇幅较短、影响不大但有一定资料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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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价值的文献。另外，有少量比较重要的文献，由于作者或译者不同

意收入，也不得不忍痛割爱。三是这些文献的系统性、规范性不太强。

尽管我们努力按照上述编辑原则工作，对这些文献进行了分类整理，力

求全面系统地提供给读者相关方面的文献资料，但由于这些资料十分繁

杂，彼此之间的关联性不强，有的方面资料较多，有的较少，且发表的

刊物、时间等不同，体例也很不统一，整理起来难度极大，加之各位编

者的研究角度不同，水平各异，所以，每一卷书的结构、篇章、内容、

观点等都不尽相同，其规范程度也不尽一致。对本丛书存在的以上不足

或缺憾，谨请读者鉴谅; 对其中可能存在的疏漏和错误之处，谨请读者

批评指正。

本丛书在编写和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各个方面的大力支持。中央编

译局对此项工作高度重视，始终给予鼎力支持。国家出版基金将本丛书

列入 2013年度资助项目。中央编译出版社为本丛书申报国家出版基金项

目并最终立项，以及为丛书出版做了大量工作。本丛书所收文献的译者、

作者和出版者，凡已联系上的，均给予我们大力支持，同意使用这些文

献; 对尚未联系上的，我们将尽力联系，也请相关同仁主动联系我们。

丛书顾问委员会的专家对丛书的编写工作给予热情指导，编委会成员和

课题组同仁为丛书的编写付出了辛勤劳动。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谢意!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

编辑委员会

2013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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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ＧＡ 第二版和国际合作

　 〔德〕 罗尔夫黑克尔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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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国际版 (新版) 的有关情况

　 一　 徒 ９６…………………………………………………………………

谈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新国际版

　 胡永钦 １０５…………………………………………………………………

关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原文版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访问记

　 周亮勋 １１４…………………………………………………………………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原文版的现状和今后的任务

　 〔民主德国〕 埃昆德尔　 〔苏〕 亚马雷什 １３５…………………

论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历史考证第 １ 版的历史

　 〔德〕 齐格弗里特巴恩 １５７…………………………………………

达梁赞诺夫和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历史考证版第 １ 版 １８０………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历史考证版第 １ 版前言

　 〔俄〕 达波梁赞诺夫 ２０４…………………………………………

«马恩全集» 历史考证版 (ＭＥＧＡ) 第一版在列宁时期的兴盛和

　 斯大林时期的衰败

　 〔德〕 罗尔夫黑克尔 ２２８……………………………………………

ＭＥＧＡ１编辑出版工程的重要铺垫

　 ———梁赞诺夫的前 ＭＥＧＡ１时期

　 赵玉兰 ２４７…………………………………………………………………

∗　 　 　 　 ∗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原文版) 编委会在柏林召开学术讨论会

　 〔民主德国〕 瓦奥比茨 ２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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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肩负起出版 ＭＥＧＡ 的历史重任!”

　 ———记 “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

　 韦建桦 ２７７…………………………………………………………………

ＭＥＧＡ: 前景见好ꎬ 困难不少

　 ——— “ＭＥＧＡ 编辑准则修订会议” 记实

　 周亮勋 ２８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历史考证版修改后的计划

　 周亮勋 ２９２…………………………………………………………………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历史考证版 (ＭＥＧＡ) 在德国

　 ———从 ２０ 年前濒临夭折到重获重视

　 〔德〕 卡雷恩费斯佩尔 ３２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历史考证版 (ＭＥＧＡ) 工作完成过半:

　 回顾与展望

　 ———曼弗雷德诺伊豪斯和格拉尔德胡布曼访问记 ３３３……………

«马克思恩格集全集» 原文版 (ＭＥＧＡ) 究竟有多少卷?

　 马　 兵 ３４８…………………………………………………………………

几种马恩著作集的编辑原则的演变

　 ———从恩格斯到 ＭＥＧＡ 第一版

　 〔德〕 罗尔夫黑克尔 ３５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历史考证版的历史和编辑语言学基础

　 〔德〕 曼弗雷德诺伊豪斯 ３６６………………………………………

马克思恩格斯共同的全集

　 ———政治意识形态纲领抑或编辑学要求

　 〔德〕 里夏德施佩尔 ３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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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历史考证版为例

　 〔德〕 理查德施佩尔 ４０１……………………………………………

论 ＭＥＧＡ 中恩格斯晚期著作的编辑

　 〔德〕 雷娜特默克尔 － 梅利斯 ４１５…………………………………

摘录笔记

　 ———ＭＥＧＡ 的组成部分还是补遗内容?

　 〔德〕 罗尔夫黑克尔 ４３７……………………………………………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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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栋华 ４４６…………………………………………………………………

关于若干与 ＭＥＧＡ 有关的最新研究成果

　 〔德〕 罗尔夫黑克尔 ４５６……………………………………………

了解国外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和 ＭＥＧＡ 的一个新窗口

　 ———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历史考证版) 研究» ( “ＭＥＧＡ￣Ｓｔｕｄｉｅｎ”)

　 第一期介绍

　 周亮勋 ４７５…………………………………………………………………

关于新 ＭＥＧＡ 及其研究的几个评论

　 邹诗鹏 ４８３…………………………………………………………………

ＭＥＧＡ２ 与另一个马克思

　 ———马塞罗默斯托访谈

　 〔芬〕 维萨奥特宁 ５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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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ＧＡ 的进展和关于马克思著作的若干热点讨论

　 〔德〕 马丁洪特 ５２２…………………………………………………

ＭＥＧＡ 之后的马克思经济学批判

　 ———第 ２ 部分结束之际的小结

　 〔德〕 海因里希 ５４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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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在 ＭＥＧＡ２ 第 ２ 部分结束之际

　 〔德〕 Ｃ. Ｅ. 福尔格拉夫 ５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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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　 路 ５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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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建桦 ６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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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建桦 ６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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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世修 ６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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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 ( MEGA) 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文版总前言*

二

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始终是发展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检验它

在国际工人阶级革命解放斗争中正确性这一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

思、恩格斯本人也十分重视他们的著作及其各种译本的出版。为了与出

版社建立必要的联系，他们作出了极大的努力，对每个新版本都加上相

应的序言。大家知道，他们对发表诸如 《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

著作是何等的重视。恩格斯为准备 《资本论》的各种版本花费了十多

年的时间。

国际工人阶级的代表们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看作阶级斗争的有

力的精神武器，把这些著作的发表以及掌握和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

思想视为工人阶级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前提。随着国际工人运动的发

展，随着革命政党的形成和迅速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吸引力也不

断增加。他们的著作广为传播。在这一过程中，更大规模地、完整地发

表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的著作遗产成为日益迫切的需要。

1

* 本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研究》1989 年总第 1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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