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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10卷)》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点项目，旨在为深入学习
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译文更准确、资料更翔实的基础文本。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编为十卷，精选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各个时期写的有代表性的重要著作。
文集的内容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政治、法学
、史学、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军事、民族、宗教等方面的重要论述，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
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
第二卷收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至1859年期间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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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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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条件下对服务的购买。
把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看成服务的交换的庸俗观点]
 [(f)资本主义社会中手工业者和农民的劳动]
 [(g)关于生产劳动的补充规定：生产劳动是实现在物质财富中的劳动]
 [(h)非物质生产领域中的资本主义表现]
 [(i)从物质生产总过程的角度看生产劳动问题]
 [(k)运输业是一个物质生产领域。
运输业中的生产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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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册]第六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
 (1)商品作为资本的产物
 (2)资本主义生产是剩余价值的生产
 (3)[资本主义生产是特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
 第二册[第I稿]第三章流通和再生产
 [(3)固定资本在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
 (5)积累或规模扩大的再生产
 (6)对积累起中介作用的货币流通
 (7)再生产过程的平行性、相继性、上升序列、循环
 (8)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剩余产品)
 (9)再生产过程中的干扰
注释
人名索引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
文献索引
报刊索引
名目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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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卷说明
反杜林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
 三个版本的序言
 一
 二
 三
 引论
 一 概论
 二 杜林先生许下了什么诺言
 第一编 哲学
 三 分类。
先验主义
 四 世界模式论
 五 自然哲学。
时间和空间
 六 自然哲学。
天体演化学，物理学，化学
 七 自然哲学。
有机界
 八 自然哲学。
有机界(续完)
 九 道德和法。
永恒真理
 十 道德和法。
平等
 十一 道德和法。
自由和必然
 十二 辩证法。
量和质
 十三 辩证法。
否定的否定
 十四 结论
 第二编 政治经济学
 一 对象和方法
 二 暴力论
 三 暴力论(续)
 四 暴力论(续完)
 五 价值论
 六 简单劳动和复合劳动
 七 资本和剩余价值
 八 资本和剩余价值(续完)
 九 经济的自然规律。
地租
 十 《批判史》论述
 第三编 社会主义
 一 历史
 二 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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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生产
 四 分配
 五 国家，家庭，教育
 《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步兵战术及其物质基础。
1700—1870年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对《反杜林论》正文所作的补充和修改
自然辩证法(节选)
 [1878年的计划]
 [历史导论]
 历史
 [导言]
 [札记和片断]
 [黑格尔以来的理论发展进程。
哲学和自然科学]
 《反杜林论》旧序。
论辩证法
 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研究
 [札记和片断]
 [辩证法作为科学]
 辩证法
 [札记和片断]
 [规律和范畴]
 [认识]
 [物质的运动形式以及各门科学的联系]
 [各门科学的辩证内容]
 运动的基本形式
 [札记和片断]
 [数学]
 [物理学]
 [生物学]
 [自然界和社会]
 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
注释
人名索引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
文献索引
报刊索引
名目索引
第十卷说明
1842年
 1．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11月30日)
1843年
 2．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3月)
 3．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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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马克思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0月3日)
1844年
 5．马克思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8月11日)
 6．恩格斯致马克思(10月初)
 7．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19日)
1845年
 8．恩格斯致马克思(大约1月20日)
1846年
 9．马克思致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5月5日)
 10．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9月16日)
 11．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18日)
 12．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10月23日)
 13．马克思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12月28日)
1847年
 14．恩格斯致马克思(1月15日)
 15．恩格斯致马克思(11月23—24日)
1848年
 16．恩格斯致埃米尔·布兰克(3月28日)
1849年
 17．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7月25日)
 18．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12月19日)
1851年
 19．马克思致恩格斯(1月7日)
 20．恩格斯致马克思(1月29日)
 21．马克思致恩格斯(2月3日)
 22．恩格斯致马克思(2月25日)
 23．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6月19日)
 24．恩格斯致马克思(7月20日前后)
 25．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11日前后)
 26．马克思致恩格斯(8月14日)
 27．恩格斯致马克思(8月21日)
 28．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9月11日)
 29．恩格斯致马克思(9月26日)
 30．恩格斯致马克思(12月3日)
 31．恩格斯致马克思(12月11日)
1852年
 32．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3月5日)
 33．恩格斯致马克思(3月18日)
1853年
1854年
1855年
1856年
1857年
1858年
1859年
1861年
18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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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3年
1864年
1865年
1866年
1867年
1868年
1869年
1870年
1871年
1872年
1873年
1874年
1875年
1876年
1877年
1878年
1879年
1880年
1881年
1882年
1883年
1884年
1885年
1886年
1887年
1888年
1889年
1890年
1891年
1892年
1893年
1894年
1895年
注释
人名索引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
文献索引
报刊索引
名目索引
马克思恩格斯生平大事年表
插图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关于波兰的演说 694—697
 马克思的演说 694
 恩格斯的演说 696
卡·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 699—743
 恩格斯写的1891年单行本导言 701
 雇佣劳动与资本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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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 744—759
 注释 763—824
 人名索引 825—850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 851—854
 文献索引 855—879
 报刊索引 880—884
 名目索引 885—940
插　　图
 马克思像
 恩格斯像
 《德法年鉴》杂志的封面 19
 1935年上海辛垦书店出版的《黑格尔哲学批判》
 及其所载《〈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中译文 20—21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I的第一页 117
 《神圣家族》第一版的扉页 251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一版的扉页 363
 曼彻斯特及其郊区平面图 460—461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费尔巴哈》中的一页手稿 517
 1938年上海言行出版社出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文摘译本 590—591
 《哲学的贫困》第一版的封面 595
 1929年上海水沫书店和 1932年北平东亚书局出版的《哲学的贫困》中译本 656—657
第二卷说明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1872年德文版序言
 1882年俄文版序言
 1883年德文版序言
 1888年英文版序言
 1890年德文版序言
 1892年波兰文版序言
 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
 共产党宣言
 一 资产者和无产者
 二 无产者和共产党人
 三 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
 1．反动的社会主义
 (甲)封建的社会主义
 (乙)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丙)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
 2．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3．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四 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
卡·马克思危机和反革命
卡·马克思 资产阶级和反革命
卡·马克思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一 1848年的六月失败
 二 1849年6月13日
 三 1849年六月十三日事件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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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1850年普选权的废除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
 告同盟书1850年3月
弗·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
 1870年第二版序言
 1870年第二版序言的补充
 德国农民战争
 一
 二
 四
 五
 六
 七
弗·恩格斯 *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条件与前景
弗·恩格斯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一 革命前夕的德国]
 [二 普鲁士邦]
 [三 德国其他各邦]
 [四 奥地利]
 [五 维也纳起义]
 [六 柏林起义]
 [七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八 波兰人、捷克人和德意志人]
 [九 泛斯拉夫主义。
石勒苏益格一荷尔斯泰因的战争]
 [十 巴黎起义。
法兰克福议会]
 [十一 维也纳起义]
 [十二 对维也纳的攻击。
对维也纳的背叛]
 [十三 普鲁士制宪议会。
国民议会]
 [十四 秩序的恢复。
议会和议院]
 [十五 普鲁士的胜利]
 [十六 国民议会和各邦政府]
 [十七 起义]
 [十八 小资产阶级]
 [十九 起义的终结]
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1869年第二版序言
 恩格斯写的1885年第三版序言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一
 二
 三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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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六
 七
卡·马克思 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
卡·马克思 法国的动产信用公司
卡·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弗·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一分册》
卡·马克思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
卡·马克思 *俄国的对华贸易
卡·马克思 *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
弗·恩格斯 波斯和中国
卡·马克思 鸦片贸易史
卡·马克思 *英中条约
卡·马克思 中国和英国的条约
弗·恩格斯 *俄国在远东的成功
卡·马克思新的对华战争
 一
 二
 四
卡·马克思 对华贸易
卡·马克思 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
卡·马克思 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
注释
人名索引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
文献索引
报刊索引
名目索引
第三卷说明
卡·马克思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
卡·马克思 论蒲鲁东(给约·巴·施韦泽的信)
卡·马克思 *工资、价格和利润
 [引言]
 1．[生产和工资]
 2．[生产、工资、利润]
 3．[工资和通货]
 4．[供给和需求]
 [5．工资和价格]
 6．[价值和劳动]
 7．劳动力
 8．剩余价值的生产
 9．劳动的价值
 10．利润是按照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获得的
 11．剩余价值分解成的各个部分
 12．利润、工资和价格的一般关系
 13．争取提高工资或反对降低工资的几个主要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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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资本和劳动的斗争及其结果
弗·恩格斯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民主周报》作
 一
 二
卡·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
弗·恩格斯 致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
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
 恩格斯写的1891年版导言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
 法兰西内战
 一
 二
 三
 四
 附录
 一
 二
 《法兰西内战》初稿(摘录)
 公社
 公社的产生和中央委员会
 公社的性质
 农民
 共和联盟(共和同盟)
 代表着社会中一切不靠他人劳动生活的阶级的公社革命
 共和国只有公开宣布为社会共和国才可能存在
 公社(社会措施)
 乡绅的地方分权和公社
 《法兰西内战》二稿(摘录)
 (6)公社
弗·恩格斯 *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
卡·马克思 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
卡·马克思论土地国有化
弗·恩格斯论住宅问题
 1887年第二版序言
 论住宅问题
 第一篇 蒲鲁东怎样解决住宅问题
 第二篇 资产阶级怎样解决住宅问题
 第三篇 再论蒲鲁东和住宅问题
弗·恩格斯论权威
卡·马克思政治冷淡主义
弗·恩格斯 流亡者文献
 一 波兰人的声明
 二 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
 二
 四
 五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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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摘录)
弗·恩格斯 给奥·倍倍尔的信
卡·马克思 哥达纲领批判
 恩格斯写的1891年版序言
 给威廉·白拉克的信
 德国工人党纲领批注
 一
 二
 三
 四
弗·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 *给《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
卡·马克思 和弗·恩格斯 *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
 一 同卡·希尔施的谈判
 二 给报纸确定的立场
 三 三个苏黎世人的宣言
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马克思写的1880年法文版前言
 1882年德文第一版序言
 1891年德文第四版序言
 1892年英文版导言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一
 二
卡·马克思 *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草案)
卡·马克思 *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
 [初稿]
 [三稿]
 [复信]
弗·恩格斯 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
弗·恩格斯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附录
*卡·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记录
*卡·马克思同《世界报》记者谈话的记录
卡·马克思 *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
注释
人名索引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
文献索引
报刊索引
名目索引
第四卷说明
弗·恩格斯马克思和《新莱茵报》(1848—1849年)
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1884年第一版序言
 1891年第四版序言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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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史前各文化阶段
 1.蒙昧时代
 2.野蛮时代
 二 家庭
 三 易洛魁人的氏族
 四 希腊人的氏族
 五 雅典国家的产生
 六 罗马的氏族和国家
 七 凯尔特人和德意志人的氏族
 八 德意志人国家的形成
 九 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
弗·恩格斯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
弗·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
弗·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
弗·恩格斯关于普鲁士农民的历史
弗·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
 古典哲学的终结
 1888年单行本序言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一
 二
 三
 四
弗·恩格斯·纪念巴黎公社十五周年
弗·恩格斯美国工人运动
弗·恩格斯波克罕《纪念1806—1807年德意志极端
 爱国主义者》一书引言
弗·恩格斯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
弗·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
 一
 二
 三
弗·恩格斯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
弗·恩格斯*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
弗·恩格斯 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
 一 绪论共十段
 二 政治要求
 三 经济要求
 第一部分 附件
弗·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
 一
 二
弗·恩格斯答可尊敬的乔万尼-博维奥
弗·恩格斯术致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
弗·恩格斯《&lt;人民国家报&gt;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序
弗·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
弗·恩格斯*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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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
弗·恩格斯 国际社会主义和意大利社会主义
弗·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
 一
 二
弗·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
附录
*弗·恩格斯1893年5月11日对法国《费加罗报》
记者的谈话
注释
人名索引
第五卷说明
卡·马克思第一版序言
卡·马克思第二版跋
卡·马克思法文版序言和跋
弗·恩格斯第三版序言
弗·恩格斯英文版序言
弗·恩格斯第四版序言
 第一册 资本的生产过程
 第一篇 商品和货币
第一章 商品
第二章 交换过程
第三章 货币或商品流通
 第二篇 货币转化为资本
第四章 货币转化为资本
 第三篇 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第五章 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
第六章 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第七章 剩余价值率
第八章 工作日
第九章 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
 第四篇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第十章 相对剩余价值的概念
第十一章 协作
第十二章 分工和工场手工业
第十三章 机器和大工业
 第五篇 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第十四章 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
第十五章 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的量的变化
第十六章 剩余价值率的各种公式
 第六篇 工资
第十七章 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转化为工资
第十八章 计时工资
第十九章 计件工资
第二十章 工资的国民差异
 第七篇 资本的积累过程
第二十一章 简单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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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
第二十三章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第二十四章 所谓原始积累
第二十五章 现代殖民理论
注释
人名索引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
文献索引
报刊索引
名目索引
计量单位和货币名称表
插图
第六卷说明
弗·恩格斯序言
弗·恩格斯 第二版序言
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第一篇 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
 第一章 货币资本的循环
 I.第一阶段G—W
 II.第二阶段生产资本的职能
 III.第三阶段W’—G’
 IV.总循环
 第二章 生产资本的循环
 I.简单再生产
 II.积累和规模扩大的再生产
 III.货币积累
 IV.准备金
 第三章 商品资本的循环
 第四章 循环过程的三个公式
 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
 需求和供给相抵
 第五章 流通时间
 第六章 流通费用
 I.纯粹的流通费用
 1.买卖时间
 2.簿记
 3.货币
 II.保管费用
 1.储备形成一般
 2.真正的商品储备
 III.运输费用
第二篇 资本周转
 第七章 周转时间和周转次数
 第八章 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
 I.形式区别
 II.固定资本的组成部分、补偿、修理和积累
 第九章 预付资本的总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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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转的周期
 第十章
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理论。
 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
 第十一章 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理论。
 李嘉图
 第十二章 劳动期间
 第十三章 生产时间
 第十四章 流通时间
 第十五章 周转时间对预付资本量的影响
 I.劳动期间和流通期间相等
 II.劳动期间大于流通期间
 III.劳动期间小于流通期间
 IV.结论
 V.价格变动的影响
 第十六章 可变资本的周转
 I.年剩余价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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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因此，地主以租地农场主的身份出现，本质上已变成普通的资本家。
而这种情况也必然在现实中发生：经营农业的资本家——租地农场主——必然要成为地主，反过来也
一样。
租地农场主的以产业形式牟利就是土地所有者的以产业形式牟利，因为前者的存在设定后者的存在。
——但是，当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回想起自己的对立面的产生，回想起自己的来历时，土地所有者才
知道资本家是自己的目空一切的、获得自由的、发了财的昔日奴隶，并且看出他对自己这个资本家的
威胁；而资本家则知道土地所有者是自己的坐享其成的、残酷无情的（自私自利的）昔日主人；他知
道土地所有者使他这个资本家受损害，虽然土地所有者今天的整个社会地位、财产和享受都应归功于
工业；资本家把土地所有者看成自由工业和不依赖于任何自然规定的自由资本的对立面。
他们之间的这种对立极其激烈，而且各自说出对方的真相。
只要看一看不动产对动产的攻击，并且反过来看一看动产对不动产的攻击，对双方的卑鄙性就会有一
个明确的概念。
土地所有者炫耀他的财产的贵族渊源，夸示封建时代留下的纪念物（怀旧）②，标榜他的回忆的诗意
、他的耽于幻想的气质、他的政治上的重要性等等，而如果他用国民经济学的语言来表达，那么他就
会说：只有农业才是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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