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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本卷主要收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时代人的有关书信，其中包括他

们的亲人、朋友、同事写给他们的书信，也包括这些同时代人相互之间

的通信。本卷还收录了部分译者和编者围绕这些书信写作的译者说明、

译后记和编者说明，记录了当时发现这些书信的时间、情形以及翻译过

程等情况。

需要说明的是，有些书信在上世纪８０—９０年代发表的时候，是附

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的。但是，根据本丛书的编辑原则，马克思和

恩格斯的书信未收入本丛书。感兴趣的读者在阅读本卷时，可以参阅已

出版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书信部分的有关内容。

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其他人写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收

录较少，本卷收录的很多致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是首次公开发表，马

克思和恩格斯同时代人相互之间的许多通信也是第一次公开发表。这些

书信是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书信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他们的生平

活动和思想发展的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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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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便于读者在阅读正文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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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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