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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识马克思 

１８４４年，塞纳河畔的巴黎，马克思的寓所来了一位年轻的客

人。当听说这位来访客是来自故乡德国时，马克思高兴地接待了这位

青年人。这位青年面色红润，矮壮结实，一副雄赳赳军人气概，马克

思从此人的目光里看到了正直、善良、诚挚和深沉。直觉告诉马克

思，这是一位可信赖的朋友。 

这位专程由德国威斯特伐里亚省赶到巴黎来拜访马克思的年轻

人，就是后来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亲密战友以及马克思主义忠实的

传播者的约瑟夫·魏德迈。但一次短促的会面并不能建立起深厚的友

谊，马克思需要时间来观察这位普鲁士政府官员的后代。 

魏德迈出生于德国威斯特伐里亚省的闵斯特。它位于多蒙德——

埃姆斯运河的河畔，是德国的重要交通枢纽，同时也是一座文化荟

萃、历史悠久的古城。 

魏德迈天资聪慧，勤奋好学，中学毕业后就进入柏林陆军大学，

接着进入普鲁士军中，成为职业军官。在当时的普鲁士，陆军大学的

毕业生几乎就是官运亨通的代名词，照此“定例”，凭魏德迈的才

干，他的面前铺现的是一条步步高升的幸运坦途。然而，在科伦军中

服役的炮兵中尉魏德迈却受到马克思担任主编的《莱茵报》的革命民

主主义进步思想的影响，走上了为社会民主、自由而奋斗的道路。 

当时，魏德迈所接近的人物如奥托、吕宁(魏德迈妻子的兄弟)、

鲁道夫·雷姆佩尔、尤利乌斯·迈耶尔等人，都是用唯心论代替唯物

论，用人性论、人道主义代替社会主义，宣扬阶级调和、阶级合作，

反对被压迫阶级起来革命的，所谓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所以当

时的魏德迈还不具备一个真正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的条件。直到１

８４４年在西里西亚爆发了纺织工人起义之后，魏德迈才感到，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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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的、“纯”哲学的空谈，无益于解决工人运动日益增长的需要，

从而致力于公开宣传社会主义的思想。他瞒着他的长官，为《特利尔

报》撰稿，该报对他写的评论通讯给予很高的评价，并希望他为该报

担任编辑。１８４５年，魏德迈考虑到编辑这个职务可以使他能够便

利地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并可能促进工人阶级运动发展进程，而

且，普鲁士军官的地位也和他的见解极不相称，于是便毅然辞去了军

职，去做“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影响下的《特利尔报》的副编辑，从

此结束了他“灿烂的”仕途。 

在《特利尔报》，魏德迈全身心地投入到对社会主义思想进行宣

传的活动中，而且，为使他的宣传活动能有一个宽松的环境，他还积

极从事争取出版和言论自由、反对普鲁士政府推行的出版检查制度的

活动。然而《特利尔报》却不能容忍激进的社会主义的观点，多次要

求魏德迈采取温和、折衷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立场，甚至任意删

改他的文章。这时的魏德迈已通过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英国工人

阶级状况》和《神圣家族》等著作，开始认识到“人民群众是推动社

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无产阶级负有创造新社会的历史使命”；无产阶

级由于自己所处的经济地位，必然推动自己勇往直前地去为争取自身

解放而斗争，从而开始对折衷的意图进行批判。针对《特利尔报》的

主张，尽管年轻的魏德迈没有财产，又面临着将与女友路易莎·吕宁

结婚而很需要固定的薪金收入，但他还是为了不在原则问题上让步、

违背自己的信念，而对报纸总编辑说：“我只能按我自己的观点写文

章。既然您对此难以接受，那么我继续担任编辑这件事已成为不可

能。”从而离开了《特利尔报》。 

这时的魏德迈，还担任着《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的副编辑，

并且是这份杂志经济问题撰稿人。他曾在吕宁主持出版的《德意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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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鉴》第二卷中撰文，介绍了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

并指出该书是“我们当代著作中最 重要的文献之一”，从而开始成

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和传播者。正如他对马克思所说

的：“我们在自己文章中所阐明的观点最初完全是由于你的影响才产

生的，并且也仅仅是由于你才产生的这种观点。” 

魏德迈与马克思、恩格斯真正开始建立起深厚的友谊，是从１８

４６年准备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开始的。 

当时，马克思流亡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和寄居在这里的恩格斯

合作，共同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魏德迈从威斯特伐里亚出发，

不辞辛苦，去访问马克思、恩格斯，并加入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布鲁

塞尔建立的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成为这个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的最

早成员。 

当魏德迈到达布鲁塞尔后，他首先便接受马克思的委托，同德国

的朋友们通讯，筹备建立出版社事宜，以便出版共产主义文献，尤其

是尽快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 

当时的魏德迈本打算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稿尽快赶回德国，与

未婚妻路易莎·吕宁结婚，这是早就定下来的。但他在比利时逗留的

时间比预定的要长得多。当时，马克思因家中有要事，不得不离开布

鲁塞尔一段时间，这样一来，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工作就几乎全部

落到了魏德迈的身上。马克思回来后，又一定要魏德迈再留在布鲁塞

尔一个半星期。魏德迈不得不服从“这一‘无情的’工作需要”。作

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他将时刻准备为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一切牺牲，更

何况一个半星期的时间呢?实际上，他回到威斯特伐里亚时，已经比

预定的时间晚了一个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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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回到德国，他就奔波于各地，争取出版他千辛万苦带回来的马

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本来，魏德迈希望得到企

业家朋友，也称自己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雷姆佩尔和迈耶尔出

钱来创办出版社，并指望自己能够主持这个出版社，以便通过这种途

径让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出版。但是，轮到要钱的时候，两个实际

上的资产者，却违背了对魏德迈许过的诺言，改变了态度。他们给马

克思写信，告之资金已投入另一项事业，抽不出来。如此一来，预期

可以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获得一笔预付稿费的希望落空了，

这给两位作者以很大的打击。为了摆脱经济上的窘境，马克思只好把

家中的金银什物送进当铺。 

雷姆佩尔和迈耶尔拒绝出资，是因为他们了解到这部书稿的内容

与他们的理论相悖，但与这两人的友好关系，使魏德迈没能清楚地认

识到这一点，还写信给马克思为他俩的行为辩解，认为是“他们目前

自己也在受穷”。 

魏德迈为雷姆佩尔和迈耶尔的辩解使马克思“相当不快”。当魏

德迈了解了马克思经济上的窘境之后，表示很愿意尽自己所能帮助马

克思时，遭到了马克思的拒绝。这时候，忠厚正直的魏德迈，仍然认

为马克思对雷姆佩尔等人的愤慨缺乏道理，他们违背诺言只不过是

“各种情况的不巧凑合”。 

这时候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显然对魏德迈产生了误解，认为他仍然

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一个鼻孔出气。恩格斯还撰文批评魏德迈编

辑的《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一种复杂的形

式；魏德迈的文章里有一系列的矛盾，这些矛盾证明了魏德迈的观点

是错误的。然而，出于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敬仰和对社会主义事业的

真诚，魏德迈不理会自己所受的委屈，仍尽一切努力，力求做到与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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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和恩格斯的见解相统一；同时，他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

意识形态》的出版继续四处奔波。在毫无结果的情况下，他又努力使

《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发表了该书的部分内容。与此同时，他仍

怀着巨大的热情宣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张和观点。他还筹措到一笔

钱，资助马克思解决生活上的燃眉之急。后来，他又竭力促成了《威

斯特伐里亚汽船》转载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反克利盖通告》、刊

登裴迪南·沃尔弗所写的推荐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的论文。 

《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在转载《反克利盖通告》时，“真正

的社会主义者”吕宁违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愿，不仅给这篇文章加

了导言，而且在个别地方改动了原文，由此招致马克思的不满。起

初，魏德迈还想采取调和的立场，替吕宁辩解，但他最终还是站到了

马克思的立场一边；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最终理解了魏德迈的诚实、

正直和好意，相信他是好心帮了倒忙，战友间的误解很快便烟消云散

了。从此，魏德迈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得力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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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在白色恐怖下 

１８４９年５月，魏德迈在法兰克福的家中，接待了马克思一

家。 

１８４８年，欧洲爆发了一场革命，革命由１８４８年１月意大

利西西里岛的巴勒莫开始，接着是法国的二月革命，二月革命又推动

了德国的三月革命，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又加速了东南欧匈牙利、捷

克、波兰等各族人民的民族解放的革命。当时，德国革命的首要任务

是实现国家的统一，消灭封建割据，这也是反封建的各个阶级的共同

要求(当时的德国还只是一个各自为政的松散的联邦)。 

随着革命的爆发，马克思恩格斯赶回德国，在１８４８年６月，

创办了《新莱茵报》，以便宣传、组织群众，指导革命斗争。 

几乎是与此同时，魏德迈也接受委托，担任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民

主派机关报《新德意志报》副编辑。在魏德迈的努力下，《新德意志

报》大量报道各地的活动，转载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上的文

章，使该报成为贯彻马克思制定的路线和政策的宣传工具。而此时的

《新莱茵报》由于站在革命斗争最前线，普鲁士政府对它恨得咬牙切

齿。他们对《新莱茵报》不断地进行诽谤和传讯，在他们镇压了莱茵

河沿岸的群众起义之后，就再也难以按捺对《新莱茵报》的仇视，终

于在１８４９年的５月１９日封闭了它，并将马克思驱逐出普鲁士，

这样，流亡中的马克思就只好携家小来到战友魏德迈家小住，并把自

己走后德国的工作该如何继续开展，向魏得迈做一交待。在此期间，

魏德迈在各方面给予马克思一家以极大的帮助。 

马克思离开德国后，坚持留下来、继续利用舆论工具进行斗争的

任务就全部落在魏德迈肩上。此时德国的形势已相当恶化，而且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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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恶化。但魏德迈把个人安危完全置之度外，坚持出版《新德意志

报》，并利用该报号召人民群众奋起反击封建势力的进攻。 

１８４８年的革命失败后，许多在起义的战火中幸存下来的共产

主义者同盟的成员都被迫流亡国外，而魏德迈却是在凶险环境中仍留

在德国的极少数的革命者之一。这样，重新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民主

运动的工作也同样落到了魏德迈身上。 

魏德迈在重整民主运动的同时，还要竭力帮助在经济上陷入非常

窘迫境地的、流亡在国外的革命者。他不但在经济上帮助了马克思，

而且还积极为马克思的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以及其他马克思

和恩格斯著作物色出版者。 

１８４８年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创办了共产主义者同

盟的机关刊物——《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总结革命失败的原

因和经验教训。魏德迈应马克思的要求，不但为该刊撰写文章，还在

《新德意志报》上刊登介绍该刊的广告，向社会广泛宣传马克思主办

的刊物。 

１８５０年，马克思恩格斯共同起草了《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

者同盟书》，力图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进一步巩固共产主义者同盟。为

了执行它的指示精神，魏德迈毫不犹豫、义无返顾地积极开展革命活

动，在法兰克福地区重建同盟的秘密组织，恢复工人联合会，组织民

众集会。当时，被委派到德国南部和西部任共产主义者同盟法兰克福

区部主席的魏德迈还做出了一件在当时的那种革命形势下和最早期的

共产主义运动中极少出现的事情，就是为了在同盟内部反对内部的小

资产阶级政治派别，他把企图使工人和小资产阶级运动合并起来的代

表人物、德国新闻工作者卡尔·布龙开除出同盟组织，从而纯洁了同

盟队伍。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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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魏德迈的努力，法兰克福成为工人运动取得重大进展的地区

之一，在德国的西部和南部，同盟成立了新的支部和小组。１８５０

年，加强了自身活动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开始成为德国最有影响的革

命组织，以致１８５０年迁至科伦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在同

年１２月发表的《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谈到魏德迈领导的法兰

克福区部以及莱茵省的情况时指出：“科伦区部和法兰克福区部当作

德国的良好典范。”这种典范就是同盟区部下属的各支部，在白色恐

怖下组织群众的掩护方法多种多样，多以“体操团体”、“歌咏团

体”等形式为活动名义，从而较顺利地在敌人眼皮底下开展了工作。 

此时的魏德迈，在思想上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更为趋于一致。就在

１８５０年秋，还出了一件大事，就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的维利希

——沙佩尔集团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定的在革命转入低潮形势下的

正确的方针和策略，醉心于立即再次发动新的起义、成立“工人临时

革命政府”等左倾冒险主义的空谈。魏德迈谴责了他们的冒险主义和

分裂主义活动，清醒地指出他们的“革命”高调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维利希的思想没有超出“兵营共产主义”的范围，与魏特林的世界观

十分相似。在魏德迈的认识中，他完全站在马克思一边，认为在１８

５０年秋天开始，一个新的工业繁荣期出现，在短暂的未来，真正的

革命是不可能出现的。因此，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策略应该把工作的重

点放在为未来的革命训练群众、组织群众、积聚力量上。 

为了接济在国外的流亡工人，魏德迈根据马克思的要求，竭尽全

力帮助在英国伦敦的流亡者。他不仅仅满足给流亡工人们寄送千方百

计筹募来的款项，而且冒着白色恐怖的危险在《新德意志报》上勇敢

地刊登马克思署名的《救济德国政治流亡者的呼吁书》，这份呼吁书

揭露了反动统治的专横和残暴，以及在白色恐怖下，革命者遭到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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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害的情景。这篇呼吁书不仅是要求救济，而且是把矛头直接指向反

动统治阶级的强有力的战斗檄文。 

在反革命的势力正无比强大之时，魏德迈却有如此之勇气，实是

由于他已做好了应付一切危险后果的准备。１８４９年８月，他怀着

革命乐观主义态度致信马克思说：“要是我的报纸非停不可，那时我

就要试图把威斯特伐里亚的一个小型报纸编辑部搞到手，以便利用它

一直奋斗到下次革命，或者到某个监狱中找到不花钱的住处为止。” 

果然，坚持到１８５０年１２月，普鲁士当局再也难以容忍《新

德意志报》了，终于把它查封。魏德迈被迫转入地下，留在法兰克福

继续坚持战斗。正如他致信马克思时所提到的，他几次去到科伦参加

筹划创办共产主义杂志的活动，但都没能成功。 

１８５１年５月，科伦发生了共产党人案件。当时，共产主义者

同盟特使彼得·诺特荣克在莱比锡车站被捕，警察在他身上搜出《共

产党宣言》等文件，以及科伦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介绍信和盟员的通讯

地址，由此引出了普鲁士当局借此掀起的一场新的恐怖活动，大肆搜

捕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当时，魏德迈已经人告知，他也在被搜捕之

列。 

为了营救战友和揭发当局的阴谋，魏德迈受马克思委托，于６月

初冒着随时被捕的危险去科伦了解情况。他临危不惧、沉着镇定，机

智地骗过了到处搜捕他的敌人，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手相关材料，于６

月１０日，写信给马克思作了情况汇报，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反动当局的搜捕日益抓紧，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已经变得极为

困难，魏德迈也只好暂时隐蔽到城郊。但即使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

下，他仍不忘工作，写信向马克思索取英国国内外贸易资料，想用躲

避追捕的这段时间，为工人编写一本通俗的经济学读物。由于风声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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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愈紧张，他的处境日益危险，马克思和恩格斯愈加忧心他的安全，

写信询问他，是否可到伦敦去。 

从１８５１年到１８５２年，反动当局对革命者的打击愈演愈

烈，镇压所有社团组织，禁绝一切群众集会，全国各地到处搜捕革命

者。柏林警察总局的周报上，几乎每个月都载有被驱逐出法兰克福的

工人名单。迫于形势，魏德迈再留在国内也已不可能进行革命活动

了，而且也无法找到工作养家糊口。所以，魏德迈于１８５１年７

月，携同妻儿流亡到了瑞士。 

在瑞士，魏德迈的境遇仍很糟糕，找到工作的机会极为渺茫，他

只好和马克思、恩格斯商量侨居美国的问题。 

鉴于美国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部分地区甚至存在着奴隶制，

正需要坚强的马克思主义者去开辟工作。所以，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

事业，为了国际工人运动的需要，魏德迈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赞成

下，离开了正处于革命低潮期的欧洲，远渡重洋去了美洲新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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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陆的播火者 

１９世纪初的美国刚刚走上产业革命的道路，随着工业的发展，

美国工人阶级的队伍日益壮大，新兴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也

变得日趋尖锐起来。在１９世纪２０年代以前，参加工人运动的还主

要是手工业工人，从２０年代起，工业无产阶级开始参加了运动，从

此，工人运动在美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随着１８４８年欧洲革

命的失败，革命的参加者逐渐流亡到美洲这片刚摆脱殖民统治的新大

陆以逃避追捕和监禁，而这些流亡者又大都是熟练的工人、有知识者

或农场雇工，所以，美国的工业发展和工人运动都深受影响。 

９月，正是浩瀚的大西洋风高浪险的时节，经过近４０个日日夜

夜的颠簸漂泊，一艘名为“卡塔丽娜与麦利·克拉尔克号”的轮船终

于横渡重洋，给这片新大陆又带来一批新的移民，其中就有魏德迈一

家。 

当魏德迈一家人终于踏上这片陌生土地时，迎接他们的是忧虑和

艰难。 

魏德迈的大儿子一上岸便染上重病，先是发烧感冒，最后发展成

脑炎，生命堪忧。为寻找住处、熟悉环境、了解情况，魏德迈不得不

整天东奔西走，从而花去了他太多的精力，使他感到心力交瘁。而来

时，马克思郑重托他到美国来开辟工作的任务，更宜尽早开展，但在

人生地疏的环境，找工作尚感困难，开展革命的宣传工作，又谈何容

易?魏德迈的面前，困难重重。 

当时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存在着极为混乱和严重的分裂现象。因

为在美国早期的社会主义运动深受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影响，他们反对

阶级斗争和阶级革命，企望以和平的手段建立社会主义。欧文在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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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年曾到美国购地，进行实验；魏特林来到美国后，竭力宣扬他的

空想平均共产主义思想；克利盖更是鼓吹：只要把１４亿英亩土地免

费分配给愿意接受土地者耕种，就能消灭贫困和苦难。除此之外，还

有不少形形色色的团体在活动。 

为了及早改变这种状况，魏德迈觉得必须尽快把革命的宣传工作

搞起来，这是首要的任务。所以，尽管困难重重，他还是在到达美国

后的第二年，实现了他原来拟定的、出版一份周刊的计划。在１８５

２年１月６日，终于出版了《革命》周刊。 

《革命》周刊是美国第一家马克思主义刊物。“新周刊的任务”

就是“尽可能清楚地叙述阶级斗争，这个阶级斗争在旧世界越来越强

烈，而且只能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而告终”。在１月６日出版了第一

期之后，接着在 1月１３日又出版了第二期刊物。这两期《革命》周

刊转载了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国际评述(三)》的一部

分，《共产党宣言》的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等文章。 

为了支持魏德迈的工作。马克思把１８５１年１２月开始写作的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稿件陆续寄给他，直至１８５２年

３月２５日，最后把结尾部分寄给他。马克思还动员他的战友为《革

命》周刊写稿，以支持魏德迈的工作。但《革命》周刊因经费难以为

继，只出版了这两期，就被迫停刊了。 

当时，魏德迈的家庭负担也把他压得透不过气来，而且他的第三

个孩子又出生了，给他添加了更多的烦恼，微薄的收入已不敷家用。

但为了出版马克思的著作，他还是不得不到处活动，千方百计筹划资

金。好在这时，有位来自法兰克福的流亡工人捐出自己的所有积蓄，

给魏德迈作经费，这才使《革命》作为不定期刊物得以恢复。马克思

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就在复刊后的第一期上发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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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魏德迈致信马克思，告之工作正在顺利进展。可没过几天，他又

陷入新的窘境。印刷厂拖延工作，并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求魏德迈必

须搞到纸张，印１０００份，需９０美元，还必须额外添加２０美

元。为了刊物的出版，魏德迈只好搬家，迁往更为便宜的住宅，以筹

措所需资金。 

正在此时，著作出版遭受挫折的马克思也同样面临家庭的贫困，

因而有些情绪激动。他口授威廉·沃尔弗给魏德迈写信，请他如果不

能立即出版，便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原稿交还作者。

这使魏德迈很感伤心。好在不久马克思便接到了著作已经开始印刷的

消息，就另外写信给他，请他对沃尔弗的信务必不要太认真。“你知

道，在我们处境非常窘迫的情况下，某种过分的激动是不可避免

的”。马克思在信中诚恳地说。 

魏德迈深深理解马克思的这种心情，因为他自己也同样面临着这

些问题。他在著作印出后，又不得不绞尽脑汁去销售它，所有在美国

的朋友和熟人都被动员起来，可是销售情况仍使魏德迈大失所望。而

此时，他的小儿子仅存活了几个月便死去了，妻子也因此陷入极度沮

丧之中。但马克思的著作却终于在美国传播开来，而魏德迈在把所有

剩余的著作推销掉之后，才勉强维持了自己家庭的生活。这一切，魏

德迈却毫无怨言地默默承受了，表现出其谦虚高尚的品质。后来，恩

格斯在和马克思谈到魏德迈时说：似乎他认为根本不谈自己的情况是

他的义务。” 

１８５２年，魏德迈又创办了《石印通讯》，以新闻报道的形式

介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供其他报刊选用。他还把马克思、恩格

斯寄给他的其他文章转寄给美国报刊，这些报刊包括《纽约民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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