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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呈献给读者的这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读本”丛书，旨在

立足于 21 世纪中国和世界发展的现实，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重要

著作以及有关专题思想重新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和解读，供广大读者特

别是致力于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著的读者阅读使用。计划出

版 40 种，三年内陆续完成编写和出版工作。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文本，历

来为人们所重视。在我国学术史上，曾编写和出版过不少关于经典著作

的读本，包括各种注释性读本和导读性读本，对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

理论发挥过重要作用。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读本也越来越显出

历史局限性。比如，以往对经典著作的解读视角较旧，对马克思主义理

解不够全面; 解读的经典著作范围较小，视野有限; 解读所依据的文献

不足，深度不够等。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自 2004 年中央实施马克

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以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教学、研究以

及普及工作不断加强，这就迫切要求对经典著作重新进行解读。

同时，这些年我国学界有关经典著作的翻译和研究成果不断推出，

为更好地解读经典著作提供了可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

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人类文明的深入推进，我们对

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以及对经典著作的研究不断深化，解读视角发生重大

转变，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更加全面。例如，以往由于受革命实践的影

响，我们较多地从社会主义 “革命”视角去解读，而较少从社会主义

“建设”视角去解读，因此，较多地注重研究其中的阶级斗争、无产阶

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而较少研究社会和谐发展、人的全面发

1



展等思想。革命胜利后，仍然沿袭了这种解读模式。这就造成了对马克

思主义理解的片面性。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丰富的新社会

建设思想，恰恰是这些长期被忽视的思想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实

践来说更有意义。近些年来，我国学者自觉地从 “建设”视角研究经

典著作基本观点，取得了一系列可喜成就。又如，过去对经典著作的解

读主要限于对若干重要经典著作的解读，如对 《共产党宣言》等五六

部名著有较为详细的解读，对其他著作的解读不多。即使有收文较多的

导读性读本，但常常由于篇幅所限，也只能对这些著作进行简要介绍，

不可能对每一部著作展开研究。近些年来，这种情况在逐步发生变化。

研究经典著作的专题成果越来越多。再如，近年来新的经典著作编译成

果和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推出，大大拓宽了人们对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的理

解。加之这些年我国学界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学者成长起来，他们的外

语水平较高，知识储备较多，研究方法较新等，对经典著作的研究和理

解也更有新意。这些都为更好地解读经典著作提供了新的时代条件。

为了继承前人研究的成果，弥补以往研究的不足，总结这些年我国

学界编译、研究经典著作的成果和经验，比较全面系统地解读和阐释经

典著作的基本观点，中央编译局专门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及其

重大理论问题研究”课题组，并对该项研究提供了基金资助。课题组不

仅在局内组织力量进行研究，而且向社会公开招标，争取到社会力量的

支持，一批有造诣的中青年专家参与到课题研究中来。经过课题组同仁

两年多努力，已经形成一批研究成果，并将继续补充、完善并陆续推

出。这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读本”丛书就是这些成果的集中

体现。

本丛书力求体现如下特点，这也是丛书编著工作所力求遵循的原

则: 第一，体现全面性和系统性。本丛书不仅对经典作家的名著进行解

读，也对其他重要著作进行解读，还要对经典作家的一些重要思想，如

马克思的人类学思想、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理论等，进行专题梳理和解

读。不仅从 “革命”视角，而且从 “建设”视角，全面、系统地梳理

经典作家的思想观点。力求使这套丛书成为收文最全面、解读最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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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够反映经典作家著作全貌的学术成果。第二，突出文献性和考证

性。每一研究读本的写作，力求充分反映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特别是

要充分反映我国新时期在经典著作翻译和研究方面所发现的新文献、取

得的新成果。在此基础上，要对经典著作形成的历史背景、国内外传

播、原著重要思想观点及其流变，以及后人对这些观点的理解等，进行

考证研究。如果说过去的解读主要是 “注”的话，那么，这套读本则

要进一步体现“疏”的特点。通过这种 “注疏”性考据研究，不仅使

读者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这样，也能够为学界进一步研究提供尽可

能丰富的文献资料。第三，力求权威性和准确性。一方面，研究读本所

依据的经典著作文本力求具有权威性和准确性。主要依据中央编译局所

编译的最新译本，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马克思恩格斯文

集》、《列宁全集》第二版、《列宁专题文集》等。对还没有新译文的文

本，可以采用旧译文。同时，适当参照外文版本，进行比较研究。另一

方面，所依据的其他文献资料，也力求具有权威性和准确性。要选择国

内外在该研究领域最具权威性的专家学者的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和最有影

响力的文章。

基于上述考虑，本丛书采取大致统一的研究和写作框架。除导论

外，各个读本均有五个部分组成。一是历史考证部分，其中包括写作背

景、国内外主要版本和传播考证等; 二是研究状况部分，包括对国内外

已有的研究情况进行梳理; 三是当代解读部分，包括对经典著作的内容

简介，对已有研究观点的疏正，对重要理论观点及其当代意义的阐述;

四是原著选编部分，根据经典著作的不同情况，或采取全选的形式，或

采取节选的形式，均采用中央编译局的最新译本，个别读本同时选编原

著的旧文本，以方便比较研读; 五是附录部分，包括 3 到 5 篇关于本著

作的国内外有一定权威性的研究文章，以及进一步研究需要参考和阅读

的文献资料。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经典著作的研究，往往会有仁者见仁、智者见

智的情况。所以，尽管我们在组织编写工作中努力体现上述原则，但这

些读本的观点不一定都具有代表性，更不可能与每一位读者的观点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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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加之作者研究角度不同，水平各异，每一读本的结构、篇章、内

容、观点都不尽相同，其权威性程度也不尽一致。其中很可能有疏漏和

错误之处，谨请读者批评指正。

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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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出版基金将该丛书

列入 2012 年资助项目。中央编译出版社为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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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丛书中收入的译著和

文章的译者、作者和出版者同意我们使用相关的著作版权。该项目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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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经典著作研究读本》

编辑委员会
2013 年 6 月 16 日

4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研究读本



目　 录

导　 论 １………………………………………………………………………

第一部分　 历史考证 １５……………………………………………………

　 第一章　 历史背景: 成为问题的德国犹太人问题 １７…………………

一　 犹太人与犹太人问题 １７…………………………………………

二　 德国的犹太人问题 １９……………………………………………

　 第二章　 出版与传播 ２７…………………………………………………

一　 国外的主要版本与传播 ２７………………………………………

二　 国内的主要版本与传播 ３７………………………………………

第二部分　 研究状况 ５５……………………………………………………

　 第三章　 国外研究状况 ５７………………………………………………

一　 «论犹太人问题» 的成文时间、 思想渊源、 地位和作用

辨析 ５９……………………………………………………………

二　 马克思如何看待政治解放、 人的解放 ７２………………………

三　 诠释、 评价马克思对自由主义及其法权观念的批判 ７７………

四　 马克思是否为反犹主义者 ８５……………………………………

五　 对马克思 «论犹太人问题» 的比较性研究 ９７…………………

　 第四章　 国内研究状况 １００………………………………………………

一　 马克思如何看待政治解放、 人权、 人类解放 １００………………

１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二　 对马克思 «论犹太人问题» 中的宗教思想的解读 １０４………

三　 从 «论犹太人问题» 探讨马克思对市民社会、 现代性的

思考 １０９……………………………………………………………

四　 结语 １１０……………………………………………………………

第三部分　 当代解读 １１３……………………………………………………

　 导　 言　 马克思 «论犹太人问题» 的写作 １１５………………………

　 第五章　 «论犹太人问题» 中的鲍威尔与马克思 １１９………………

一　 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鲍威尔 １２０…………………………………

二　 在批判法哲学转折点上的马克思 １３４……………………………

　 第六章　 马克思与鲍威尔在 “犹太人问题” 上的论争 １４１…………

一　 德国的犹太人是否有资格获得政治解放? １４１…………………

二　 如何看待政治解放 １５１……………………………………………

三　 是宗教批判ꎬ 还是上升到市民社会批判 １６４……………………

四　 问题拾遗 １７０………………………………………………………

第四部分　 经典著作选编 １８５………………………………………………

　 马克思　 论犹太人问题 １８７………………………………………………

　 马克思恩格斯　 神圣家族 (节选) ２１９………………………………

第五部分　 附　 录 ２３９………………………………………………………

　 附录 Ｉ　 研究文献精选 ２４１………………………………………………

一　 〔美〕 大卫英格拉姆: 权利与特权: 马克思和

«论犹太人问题» ２４１……………………………………………

二　 〔美〕 威廉布朗沙尔: 卡尔马克思与犹太人问题 ２６１………

三　 〔以色列〕 迈克尔麦丹: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

一个元批判分析 ２７３………………………………………………

四　 麦克莱伦释 «论犹太人问题» ２８７……………………………

２

马克思 «论犹太人问题» 研究读本



五　 〔苏〕 В. Г. 莫洛索夫: １８４３ —１８４４ 年马克思对世界史的

研究是唯物史观形成的来源之一 ２９７……………………………

　 附录 ＩＩ　 延伸阅读书目 ３１７………………………………………………

一　 直接的基础性文献 ３１７……………………………………………

二　 相关的基础性文献 ３１７……………………………………………

三　 几本具有文献价值的研究性文献 ３１９……………………………

四　 其他相关的研究性著作 ３１９………………………………………

五　 其他相关的研究性文章及网站 ３２５………………………………

３

目　 录



书书书

导 论

很难想象马克思的 《论犹太人问题》享有那么令人瞩目的理论地

位。这篇两万一千多字的回应性文章竟然吸引了有着不同理论立场、不

同理论背景的学者的阅读、研究，成为研究马克思政治、法权、宗教、

市民社会、现代性等思想必须认真研读的一个文本，也是马克思的赞成

者与批评者都难以绕开的一个文本。究其缘由，除了这一文本蕴含的问

题深广且具有 “承上启下”的理论地位以外，就是马克思借 “犹太人

问题”之思，切入了对“现代人问题”之思。

一、《论犹太人问题》文本的独特地位

对于马克思的哲学爱好者来说，马克思的很多早期文本，如，博士

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莱茵

报》时期的政论性文章、《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其导言、《论犹太人

问题》、《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都有着回味无

穷的理论魅力。这些文本不仅哲学味浓郁，思辨性强，而且饱含理论的

激情，理性与激情相得益彰。但如就较多地透露了马克思思想的文本来

说，我认为《论犹太人问题》是当然之选。这个文本堪称马克思思想

中的一个转折点，一个“过渡”，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不仅从中可以

看到马克思此前思想的身影，而且可以看到他此后的思想发展，是了解

马克思思想的一个较好的窗户。如果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那《论犹太

人问题》就恰如马克思思想的一个“眼睛”。透过这个窗户或 “眼睛”，

马克思早期的很多思想以及后来的思想发展都可以得到较好的理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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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前存在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 《莱茵报》时期的文章中的 “自

由”精神和“现实”诉求在 《论犹太人问题》中还依然存在; 存在于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诸多理论论断———如，是市民社会决定政治

国家，而不是相反———在《论犹太人问题》这里得到了应用和充分的

发挥; 而此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 《资本论》等文本中关于国家、

法律、宗教、市民社会等的剖析和共产主义描述等也都能够在《论犹太

人问题》中找到思想因子。

《论犹太人问题》是马克思发表在 《德法年鉴》的两篇文章之一，

它和另一篇文章《〈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被列宁称为标志着马克

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彻底完

成”。① 这两篇堪称姐妹篇的奇文都是马克思在历经 《莱茵报》时期的
“物质利益”问题的困惑后的思想结晶，是马克思退回书斋后，为期一

年的“闭关”心得。如梅林所说，这两篇文章所涉及的问题虽然不同，

但在思想内容方面却都密切相关。② 前者确如标题所表明的，是 《黑格

尔法哲学批判》的一个导言，目的在于归结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

的思想观点和表述作者的思想诉求和阶级立场，认为德国社会的出路在

于超越市民社会，而扛起这一历史责任的主体就是无产阶级; 后者则是

借助“犹太人问题”这一论题，切入了对市民社会的分析，暴露了市

民社会的诸多弊病，揭示了犹太人的人格形象即为市民社会的 “市民”

形象，并已成为现代人的人格形象。因而，超越市民社会就是超越一个

唯利是图、以金钱和利己主义为生活准则的社会。也因此，如果借用马

克思后期的资本批判来理解这两个文本，那蕴含在这两个文本中对市民

社会的批判，对劳动 ( 或无产者) 与资本 ( 或资本家) 对立的把握，

就已经具有了后期理论批判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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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第 26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83 页。
〔德〕梅林: 《马克思传》，樊集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5 年版，

第 85 页。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论犹太人问题》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导言》不仅饱含了马克思丰富的思想精华，表现了马克思娴熟的哲学技

艺，而且透露出一种批判性的思想反思。我们知道，在此之前，马克思

在《莱茵报》时期已经看到了当时普鲁士社会的诸多病症———现实中

的国家和法无不受私人利益所支配，保护的无非是有产者的利益，穷人

的利益却被排斥在外，以为这样的 “病症”就是现实的国家和法律之

病，但在经《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后，马克思意识到，表现在现实

的国家、法律的诸多病症并不是病根所在，因为这种表征在政治社会上

的病症恰是作为社会有机体的基础和核心的市民社会的病症的外部表

现。在他看来，受市民社会所支配的政治国家和法律必定具有这样的病

症，而要医治这样的病症，仅给政治国家和法律开出 “正义”方剂的

治标方式无济于事，恰当的方式是直接诊治 “市民社会”这一病根，

而要诊治市民社会这样的病根就不是那种适合诊治政治社会的工具 ( 比

如正义、道德、法哲学等适合诊治政治社会的理论工具) 所能胜任，必

须运用那种能够把握市民社会的历史脉动和运作方式的工具才有可能。

而据马克思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 1859 年) 中的表述，

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已经发现了他需要诊治的对象和用以诊

治的工具———市民社会和政治经济学。① 在这个意义上， 《论犹太人问

题》是马克思这一 “发现”的牛刀小试。它浓缩了马克思这一时期的

思想精华和未来的理论指向，且也许正是由于 《论犹太人问题》这一

文本独特地位和丰富思想，国外、国内学者以不同的理论视野和立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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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顺便一提，马克思诊治“市民社会”并不是要完善市民社会，而是要废除市民社会，
认为政治国家和法本身就是一种缺陷性存在，这种缺陷性恰恰是市民社会这种缺陷性存在的
外部表现，因而，只有废除市民社会，才能消解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对立，从而也解决政
治国家和法本身的缺陷。



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留下了大量有深度的理论成果和思索。①

二、《论犹太人问题》开启的思考

正是《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独特的理论地位，

以及研究者众多的缘故，这一文本才开启了人们广阔的思维空间。以下

就是对学界思考的一个简要的勾勒。

( 1) 关于马克思写作这篇文章的意图的探问。这方面的问题主要

有: 马克思写作这篇文章是为了驳斥 “鲍威尔关于犹太人的解放的诉

求和鲍威尔对作为犹太人的政治身份的评价”②，还是只是布鲁诺·鲍

威尔的写作激起了马克思的回应?③ 是想借 “犹太人问题”来批判鲍

威尔，还是借鲍威尔的文章来阐述他所理解的 “犹太人问题”? 或他

根本不在于探讨 “犹太人问题”，而在于借 “犹太人问题”这一论

题，阐述他对一些问题 ( 比如政治解放问题、权利问题、人类解放问

题等) 的看法?

( 2) 关于马克思笔下的 “犹太人问题”的思考。它涉及: 马克思

所指的“犹太人问题”究竟是什么样的问题? 是种族问题，还是宗教

问题，抑或是市民社会的问题，或者说是政治解放问题，还是人的解放

的问题? 犹太人怎么成了问题，特别是在德国成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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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有数以百计研究性论文，而且有数以十计的研究性著作。仅以这一文本为研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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