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与研究

恩格斯编辑《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的情况

［德］ 罗尔夫·黑克尔 著 沈红文 译

2011 年 6 月 10 日，中央编译局马恩列

斯著作编译部举办 2011 年第 7 期马列著作

编译论 坛，德 国 著 名 马 恩 著 作 编 辑 学 家、
MEGA 编辑促进协会主席罗尔夫·黑克尔教

授作了题为《恩格斯编辑出版〈资本论〉第

二卷和第三卷的情况》的报告，这是黑克尔

教授的系列讲座“《资本论》的产生、编辑

及传播史”的第三讲。黑克尔教授在报告中

主要从编辑语言学的角度阐述了恩格斯编辑

出版马克思未完成的《资本论》第 2 卷和第

3 卷的艰难过程，介绍了 MEGA 相关卷次在

重现恩格斯的编辑工作、反映恩格斯的编辑

稿和马克思的手稿之间的差异等方面所做的

尝试，总结了从恩格斯的编辑工作中得出的

几点结论。报告内容如下。

一、作者与编者的相互关系

在马克思去世以后，作者 ( 马克思) 与

编者 ( 恩格斯) 的关系以特殊的方式表现出

来。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进行持久而紧密合

作的前提条件确立了几十年之久。这里我想

引用理查德·施佩尔的话，1999 年，他在一

个报告中阐述两位作者共同创作的著作的编

辑结果时讲到以下三点: 第一，两个人在哲

学世界观、对现存社会状态的评价、关于这

些状态的产生和前景以及从中得出的任务和

目标上高度一致。当然，他们之间在某些理

论方面、在研究方法以及叙述方式上也存在

细微的差别和不同。第二，恩格斯始终承认

马克思是杰出的天才，只愿意在他身旁充当

第二小提琴手。恩格斯说: “至于马克思所

做到的，我却做不到。马克思比我们大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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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第三，

幸运的是，两位伙伴的性情非常相似，因此

结成了很深厚的私人友谊。
因此，马克思 1883 年去世之后，恩格

斯觉得不言而喻的是，他要利用生命最后 12
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重新出版他和马克思共同

撰写或马克思撰写的著作，并且整理完成马

克思未完成的《资本论》第 2 卷和第 3 卷。
尽管我们前面提到两人之间的协调一

致，但是恩格斯并不确切地知道马克思所有

三卷《资本论》的具体写作状况。当他在马

克思的遗物中发现 《资本论》第 2 卷和第 3
卷的手稿时，他非常高兴，以致松了一口气

写道: “今天尼姆 ［海伦·德穆特］ 在摩尔

的手稿里找到了一个大包，里面是 《资本

论》第二卷，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

共有 500 多页对开纸。”②

在 MEGA2 中完整地、以历史考证的方

式发表马克思恩格斯的遗著，特别是在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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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资本论》及其准备材料”中发表那

些以前没有发表过的手稿，使我们更好地理

解了卡尔·考茨基在 1926 年就已经提出的

问题。考茨基在他编辑的《资本论》第 2 卷

普及版的前言中对这一问题作了如下概述:

“现在有这样一种猜测，认为恩格斯并没有

完全理解马克思的思路，并没有完全按照这

种思路来整理和编辑马克思的手稿。……让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我成功地再做了一遍恩

格斯几乎用了十年才完成的艰苦工作，而我

在这点或那点上得出了与恩格斯不同的结

果。那么，怎么向读者保证，我的理解就恰

好比恩格斯的理解更贴近马克思的思路呢?

为了消除所有疑虑，就必须给批评者自己作

出判断的机会，也就是说，必须按照原貌完

整地发表马克思的手稿。”③

现在，MEGA2 第二部分马上就要出齐

了 ( 就剩第 4 卷第 3 册) ，所有手稿将第一

次完整地与读者见面，人们可以自己去仔细

研究考茨基提出的问题，这是一件影响深远

的事。

二、1885 年恩格斯编辑的《资本论》第 2 卷

下面就以论述《资本的流通过程》的第

2 卷为例，说明恩格斯的编辑工作是怎样进

行的。MEGA2 第二部分第 12 卷首次发表保

存下来的恩格斯在 1884 年 6 月—1885 年 2
月之间完成的编辑稿。第 3 卷没有这样的编

辑稿，因此这个编辑稿是说明恩格斯的工作

方法的范例。当然，恩格斯也留下了一些第
3 卷的编辑文稿，收入 MEGA2 第二部分第

14 卷， 例 如， 第 一 篇 的 一 个 最 初 文 稿
( MEGA2 第二部分第 14 卷第 172—183 页)

以及有关利润率和货币资本的几篇提要等。
第 2 册的编辑稿是以马克思遗著中 10

个篇幅不等的手稿中的 7 个为基础编成的:

第一稿产生于 1865 年上半年④ ; 马克思在写

了另外两个不完整的草稿之后，从 1868 年

12 月初到 1870 年中又撰写了完整的第二稿。

当他在 1877 年 3 月底重新着手研究第 2 册的

问题时，先编制了以前几个笔记的索引，接

着又在 1877 /1878 年写了前两章的另外几个

不完整的草稿。1880 年底—1881 年初他撰

写了第三章的基础文稿。⑤

恩格斯在《资本论》第 2 卷第 1 版 《序

言》中就马克思这一大堆手稿的状况描述

说: “材料的主要部分，虽然在实质上已经

大体完成，但是在文字上没有经过推敲，使

用的是马克思写摘要时惯用的语句: 不讲究

文体，有随便的、往往是粗鲁而诙谐的措辞

和用语，夹杂英法两种文字的术语，常常出

现整句甚至整页的英文。这是按照作者当时

头脑中发挥的思想的原样写下来的。有些部

分作了详细的论述，而另一些同样重要的部

分只是作了一些提示。用作例解的事实材料

搜集了，可是几乎没有分类，更谈不上加工

整理了。在有些章的结尾，由于急于要转入

下一章，往往只写下几个不连贯的句子，表

示这里的阐述还不完全。最后，还有大家知

道的、连 作 者 自 己 有 时 也 辨 认 不 出 的 字

体。”⑥

恩格斯考虑到，这些文稿必须进行编辑

加工。已经出版的恩格斯的编辑稿向我们再

现了第 2 卷出版前的选材、整理、编辑和修

改等各个工作阶段的细节。这个编辑稿本身

不是付排稿，付排稿没有保存下来。1885 年

出版的第 2 卷的刊印稿和编辑稿之间存在很

大差异。因此，MEGA2 第二部分第 13 卷再

次完整地发表了这个刊印稿，同时注明了刊

印稿与编辑稿以及 1893 年出的第 2 版的差

异。
恩格斯认为，他的任务是从马克思遗留

下来的手稿中整理出一份完整的、符合出版

要求的文稿，或者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

是要为尽可能多的读者出版一个阅读和研究

的版本，没有考虑出版其他形式的版本，比

如说学术考证版，何况也找不到这样的出版

商。我们应该按照下列“准则”来看待恩格

斯的编辑工作，他在《序言》中也作了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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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陈述: 这部著作应该 “既成为一部连贯

的、尽可能完整的著作，又成为一部只是作

者的而不是编者的著作”。为此，他认为重

要的是尽可能把自己的工作 “限制在单纯选

择各种文稿方面”，标准是 “把最后的文稿

作为根据，并参照以前的文稿”。如果他在

编辑工作中遇到了内容上的、而不仅仅是技

术性的困难，那么照他的话说，他总是 “完

全根据作者的精神”去解决这些困难。当

然，在工作中也存在一定的可以酌情决定的

余地，既有可能根据 “作者的精神”，也有

可能根据“编者的精神”作出解释。
然而，完成这个任务实际上要比预想的

复杂得多，困难得多。编辑时需要对原文进

行大幅度的改动，比如，改变结构、修改和

增补某些段落、统一术语等。不仅在恩格斯

自己誊清的第一章的前半部分，而且在后来

由他口授、由秘书誊清的部分都有改动。他

的秘书是奥斯卡尔·艾森加尔滕，原是莱比

锡的排字工人，因《反社会党人法》被驱逐

出境，流亡伦敦。恩格斯不仅在口授的过程

中自己作了修改，由于马克思的手稿大部分

情况非常复杂，为了整理出一个哪怕还算过

得去的基础文稿，恩格斯不得不每天晚上对

口授的部分进行加工。这样的改动在整个编

辑稿中随处可见。如上所述，在编辑过程

中，恩格斯总是把最后写成的手稿作为根

据，并参照以前的手稿。

三、成文过程说明索引

恩格斯的编辑工作在 MEGA2 相关卷次

中以三个索引的形式反映出来，这三个索引

是除 MEGA2 的文本考证性资料卷的一般组

成部分 ( 如异文索引、勘误索引等) 追加编

制的。编辑恩格斯的编辑稿的主要任务是，

让人们了解恩格斯对马克思手稿所做的编辑

工作。做到这一点，一方面是通过在 “说

明”、 “成文史”和专门的注释中所作的介

绍，另一方面主要是通过这三个索引。

在“章节划分比对索引”中，恩格斯对

原文所作的章节划分与马克思手稿中的章节

划分放在一起比对。通过这种比对，可以看

出恩格斯对各个章节的标题设置。我在上一

讲中就指出，《资本论》的后两卷自然也应

该沿用第 1 卷中详细划分章节的办法。然而

问题在于，马克思自己在手稿中并没有作这

样的章节划分。所以，篇和章的划分留待恩

格斯去做。从章节划分比对索引中可以看

出，第一章、第二章 ( 篇) 的章节划分在马

克思的每个手稿中都不一样，章的标题也每

次都有改动。因此就出现这样的状况: 恩格

斯所加的章节标题在许多地方与所论述的内

容不一致。第 3 卷的一份目录草稿保存下来

了 ( MEGA2 第二部分第 14 卷第 313—317
页) 。

从“出处索引”可以看出，恩格斯以马

克思手稿中的哪一部分为基础，用于编辑稿

的哪一部分。这个索引还表明，马克思原始

手稿中原有的结构或叙述顺序曾多次被改

变; 恩格斯进行了压缩，有些篇、章和段落

的文稿 是 由 马 克 思 的 各 个 手 稿 综 合 而 成。
“差异索引”具体注明，恩格斯对某些段落

的表述是如何修改的，也就是说，他修改了

哪些句子或概念，补充或删除了哪些内容。
反过来也一样，这个索引注明，编辑稿的哪

些段落是直接采用了马克思的手稿。
恩格斯在《资本论》第 2 卷第 1 版 《序

言》后面列了一个表，说明他在各篇中分别

使用了马克思的哪个手稿。在编辑稿中他在

有些地方还说明他是以哪个手稿为依据的。
如上所述，他的编辑工作就是选材和整理，

在此过程中会调整文稿的位置、插入段落

等。这种工作方法在“出处索引”中再现出

来，这个索引具体反映出恩格斯的编辑稿和

他的编辑工作所依据的马克思的原始手稿之

间的关系。如果不同的段落相互衔接，或者

说，这些段落摘自各个不同的手稿，在这里

一目了然。最后完成的编辑稿在许多地方突

破了马克思所采用文稿的结构安排。这些对

—3—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与研究



原来的思想表达方式的改动可以从许多地方

都存在的双重或三重的编码上看出来。恩格

斯实际采用的马克思手稿中的所有段落都在
“出处索引”中注明。通过这种方式，反过

来也可以确定恩格斯在他的编辑稿中没有采

用的那些段落。就这点来说， “出处索引”
同时也是 MEGA2 的使用者对恩格斯没有采

用的文稿部分进行深入研究的出发点。
恩格斯准备编辑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

工作阶段很有特点: 他在口授过程中或者在

审阅誊清稿的过程中修改马克思的表述，替

换或统一术语和概念，并进行翻译。这样的

文字改动共有约 5000 处，都在 “差异索引”
中一一注明。

关于 《资 本 论》第 3 卷 的 编 辑， 在
MEGA2 卷次中实行了卡尔·埃利希·福尔

格拉夫和尤尔根·容尼克尔对这些文字改动

所作的以下分类方法:

1. 改变原文的编排:

a. 划分章节

b. 调整位置

c. 变脚注为正文

d. 用类似的说法替换概念术语

2. 扩展原文:

a. 内容上的补充

b. 现实化处理

3. 删除一些段落

4. 处理重复的地方

5. 润色原文:

a. 分段、合并段落或增加铺垫语

b. 取消着重号

6. 订正

a. 订正内容

b. 统一概念术语

c. 修辞改动

d. 核准计算数字

e. 复核、补充和翻译引文⑦

第一、二、三 类 的 文 字 改 动 可 以 查 阅

“出处索引”，第五、六类可以查阅文字差异

索引。

四、从恩格斯的编辑工作中得出的结论

最后说几点结论。没有研究就不要对恩

格斯的编辑改动妄加评论，MEGA2 第二部分

第 12 卷 “说明”为此强调的几个方面，也

同样适用于恩格斯对第 3 卷的编辑，现在归

纳如下: 第一，恩格斯的编辑稿和马克思的

原文之间存在差异，这是一个事实，我们不

能简单地从中得出结论说，恩格斯对马克思

的原文作了草率的甚至故意的改动。更确切

地说，许多文字差异说明，改动只是为了消

除原文中的缺陷。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订

正了马克思手稿中明显的错误，或者补充了

简化的段落。第二，应该考虑到马克思的手

稿并不是成品。恩格斯的编辑文稿和马克思

的原文之间有据可查的差异证明，上面我们

引述的恩格斯对马克思手稿的评价 ( 摆在他

面前的“材料的主要部分”，虽然 “在实质

上已经大体完成”，但是 “在文字上没有经

过推敲”) 只是在某种程度上符合事实。更

确切地说，恩格斯作这么大量的改动，恰恰

是因为在许多问题上，马克思在手稿中才开

始尝试表述一些新的认识，并没有得出最后

的结论。
顺便说一句，恩格斯本人在第 2 卷第 1

版《序言》中的另一个地方曾暗示，并不是

所有部分都已经在实质上大体完成，他写

道: “只有第一篇和第三篇出现了实际的、
不仅仅是技术性的困难; 而这种困难也不

小。”⑧他具体指出，在编辑第一篇前半部分

的时候特别困难，而编辑第三篇的最大困难

在于，使马克思在第Ⅱ稿中的叙述与他在第

Ⅷ稿中所做的改善和扩充一致起来。
按照恩格斯的看法，马克思的第Ⅷ稿，

也就是第三篇， “应当改写，以适应作者已

经扩大的眼界”。因为恩格斯认为，马克思

在写作第Ⅷ稿时已经认识到，( 下转第 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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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其基础产品和技能并通过承包其附属活动

而进行裁员时。
临时性职业 ( 定期合同、派遣工) 在私

营和半公营部门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
同时，用实习或更多用限期合同的方式，促

进短期就业的某些就业政策措施使劳动市场

二元化长期存在。据人口调查，从 1990 年

到 2007 年，工 薪 就 业 中 的 临 时 性 就 业 从

10%增加到 15%。无论在法国还是在欧洲其

他国家，为了使就业的总量适应活动的变

化，这类临时和短期就业今天被企业经常采

用。而且这类就业已构成企业在劳动力管理

方面越来越经常地采用的方法。

另一种就业形式是非全日工作，这类工

作在上世纪 60 年代几乎不存在，而今天已被

更多采用。这种就业形式在法国比其他国家

发展得晚。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初，非全日制

工作主要是在农业、手工业、商业和家庭服务

业领域。此后，这类就业增长明显，从 1990
年到 2007 年，根据普查，非全日制工作的工

薪劳动者比例从 12%提高到 18%。■

［毛禹权: 中华全国总工会］

( 责任编辑 吴 迎



)

( 上接第 4 页) “首要课题，是确定并且阐述

那些对第Ⅱ稿来说是新获得的观点”。从这

段引文的上下文，以及从第Ⅱ稿和第Ⅷ稿的

一部分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克思在第Ⅷ稿中

所作的、被恩格斯称为 “已经扩大的眼界”
和“新获得的观点”的阐述，主要是指对固

定资本的补偿和金生产的再生产等问题的补

充，以及对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叙述。如果

我们考虑到，在马克思的手稿中对问题的叙

述就已经有如此重大的变化，那么对恩格斯

所作改动的评价就取决于我们怎样判断和评

价马克思自己所作的阐述。
恩格斯对《资本论》第 2 卷和第 3 卷所

做的认真负责、紧张努力、耗费时日的编辑

和出版工作，与其他一些由作者的朋友和亲

戚完成的遗著出版工作相比要出色得多，这

一工作只能用真正的专业知识来衡量并作出

不同的评价。在 120 多年的时间里，人们只

知道有恩格斯编辑的版本，今天，历史考证

版用原文发表了马克思的基础文稿。这项编

辑学方面的重大成就为这个领域的学术研究

提供了各种新的可能性。■

注 释
① 恩格斯: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 德 国 古 典 哲 学 的 终

结》，载于《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97 页。

② 见恩格斯 1883 年 3 月 25 日给劳拉·拉法格的信，载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人民出版社 1971 年版，第

463 页。

③ 考茨基:《〈资本论〉普及版前言》，载于《卡·马克思〈资

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卷第二册普及版》，柏林

1926 年版，第Ⅺ页。

④ 参看 MEGA2 第二部分第 4 卷第 1 册。

⑤ 所有这些手稿都将在 MEGA2 第二部分第 11 卷首次发

表。

⑥ 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序言》，载于《马克

思恩格斯文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 页。

⑦ 参看卡尔·埃利希·福尔格拉夫和尤尔根·容尼克尔:

《马克思说的是自己的话? 关于恩格斯编辑的〈资本论〉

第三卷的基本手稿》，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

究》1997 年第 1 期，第 60—61 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9 页。

［沈红文: 中央编译局马列著作编译部］

( 责任编辑 吴 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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