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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编纂与考据述要

姚  颖

  [摘  要 ] 苏联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编纂与考据已成为历史, 但这一工作并未终结,其成果为世界各国研究马克思恩格

斯文本的学者所重视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者仍在继续这一努力。探究苏联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编纂与考据问题,应从其准

备工作开始, 梳理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6俄文版与历史考证版的编纂历程, 兼论苏联马克思恩格斯文献考据成果, 从中探索

有益于我国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编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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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编纂与考据是不断完善的

过程,不仅表现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未出版著作逐

渐面世,而且表现在对大量未定稿的编纂、考据及

其相关研究产生诸多有价值的争议。争议推动了

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研究的深入, 同时呈现出解读文

本。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编纂与相关文本考据的

研究同步展开,苏联、德国、英国、日本、法国及中国

学者为此付出了诸多学术精力。其中, 苏联对马克

思恩格斯文本的编纂与考据的工作至关重要, 对马

克思恩格斯文献资料的影印、5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 6的容量、马克思恩格斯文本历史考证版编纂的

开启及其影响首屈一指。形成马克思恩格斯文本

研究的 /苏联模式 0,至今仍为各国学者所借鉴。

一、苏联马恩文本编纂与考据的起点与

特征

苏联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编纂与考据工作开始

于 /十月革命 0之后, 列宁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文

献应该 /由我们来收集 0, 从此开始有组织的收集、

整理和出版。1921年成立的苏维埃俄罗斯马克思

恩格 斯 研究 院 ( �¿ÃÄºÄÅÄ �. �±Â¼Ã±º �.

�¿ ¶́½ÎÃ±)及其前身马克思主义博物馆 ( 1920)实乃

当时唯一收集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 /学术实

验室和国际中心 0。该研究院先后编辑完成两版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 成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中文

版、朝鲜文版等文种所依据的版本; 先后两次开启

马克思恩格斯文本历史考证版 (MEGA )的编纂工

作;其机关刊物5马克思恩格斯文库6 (同时用俄文

和德文出版 )和 5马克思主义年鉴 6出版了大量马

克思恩格斯生前未发表的文本; 培育了众多马克思

恩格斯文献研究专家, 围绕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著

作、手稿、笔记展开了缜密研究, 相关研究居于国际

领先水平。1931年, 该研究院与 1923年组建的列

宁研究院合并为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 0

(�¿ÃÄºÄÅÄ �±Â¼Ã±- �¿ ¶́½ÎÃ±- �¶¿º¿±), 不久又

获得众所周知的名称: /苏共中央马克思主义 ) 列
宁主义研究院 0 (�¿ÃÄºÄÅÄ ¾±Â¼Ãº¹¾±- ½¶¿º¿º¹¾±

Á Âº�� ���� )。

应该说, 苏联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编纂与考据工

作是国家级的系统工程,列宁生前对该工作寄予厚

望,他认识到这种编纂与考据所具有的正本清源的

意义,在投入财力人力等方面高瞻远瞩。首任院长

达维德#梁赞诺夫当时 /已经磨炼出独特的工作方

法,特别是闻名遐迩的、后来几乎带有传奇色彩的

收藏图书和管理图书的激情 0, 不愧为 /收集资料

的能手0 [ 1]
。他与同事多次到欧洲收集并得到 1 /3

的马克思手稿原件,影印了最全面的马克思文本复

制件,得到马克思恩格斯诸多重要文本的出版权,

对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手稿、笔记及其相关文献,

/每一份档案、每一个书信原件或每一个拷贝, 都不

是一束束、一捆捆, 而是逐个单独处理的 0 [ 2]
。他

们的考证缜密而细致,在文本历次出版时间、译本

以及版本的成熟度方面得出很多有价值的结论,对

很多文本的考证体现出明显的持久性和生命力。

从整体来看, 苏联马克思学以马克思著作的版

本研究见长, /西方马克思学研究以 -解读 .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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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思想比较活跃, 擅于提出新问题, 做出新结

论, 0但版本考证工夫明显不及其前者 [ 3] ( P2)
。无论

是加以肯定性借鉴还是加以批判性扬弃, 各国马克

思恩格斯文本研究专家都难以绕开苏联马克思恩

格斯版本研究的已有成果,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历史

考证版及其相关工作都不能无视苏联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的历史版本。

对苏联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编纂与考据的研究,

必须重视东西方两方面研究成果, 重点在于较为系

统地梳理相关历史资料, 全面考量以往的研究实

际,归纳苏联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重要文本考据的

合理结论及其整体成就,附以其他结论加以比较说

明。面对极为庞杂的研究资料,完整地加以分类和

归纳并非易事,苏联学者并未对苏联马克思恩格斯

文本编纂与考据作出系统说明。同时, 苏联社会发

展不同时期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编纂与考据的重

视程度也颇不一致。应该说,列宁时期苏联学者对

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编纂与考据投入的工作最多, 这

段时间的资料尽管庞杂, 但不难形成系统思路; 受

到苏联教科书思维方式影响之后的苏联马克思恩

格斯文本编纂与考据则比较难于梳理, 因为很多研

究蕴涵在其他研究之中,如果绕开此类研究而呈现

苏联这一时期的研究状况也未尽客观; 戈尔巴乔夫

改革时期的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编纂与考据偏重马

克思早期哲学文本, 以之诠证 /人道主义 0, 为 /民

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 0提供哲学支持,但相关研究

未能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加以全面考量。

二、苏联马恩文本编纂与考据的问题与

争论

苏联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编纂与考据中存在的

问题也不能忽视,主要是受到苏联教科书思维方式

的影响,很多考据工作得出的结论为当时的政策作

诠释。广大苏联读者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及其思

想的理解也是通过教科书有限的引用而得以理解

的。自德波林对辩证唯物主义系统阐述的尝试到

20世纪中叶后米丁等主编的 5辩证唯物主义与历

史唯物主义 6,都不同程度地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理

论作出阐释
[ 4 ]

, 但在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引用方

面,几乎都乏善可陈。弗罗洛夫在戈尔巴乔夫改革

时期主编的 5哲学导论 6也注意到马克思恩格斯文

本的引用,但由于偏重阐释 /新的或现实的人道主
义 0理论,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选择与解读也很

难说是客观而全面的。此外,苏联教科书思维方式

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选择与阐释采用 /掐头去

尾,不要中间 0的办法, 即去除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所

谓 /不成熟0的文本和马克思晚年带有 /学究气 0的

文本,避开马克思中年创作的经济学文本中蕴涵的

哲学思维, /基本作法或许可以概括为四部曲: 第一

步是汇集马、恩、列、斯大量引语, 第二步是从引语

中归纳出哲学原理,第三步挑选若干实例证实这些

原理,第四步是利用这些远离证实苏联模式与苏联

政策的合理性与正确性 0 [ 5] ( P73)
。即使沿袭这种程

式化的做法,在 /第一步 0的 /引语 0中,马克思恩格

斯所占的比例也是十分有限的, 主要是列宁和斯大

林的论述。

对苏联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编纂与考据的研究

以梳理苏联学者的研究与相关争论为主, 穿插德

国、法国、英国、日本及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扬长

避短。后者的研究从局外着眼, 对苏联当时的研究

现状特别是很多文本编纂细节的了解不及苏联学

者,但可以避开苏联教科书思维的干扰而得出较为

客观的结论;前者的研究得 /近水楼台 0之便, 但不

同程度地受当时苏联僵化思维的影响, 对很多问题

作出 /贴标签 0式的分类。比如, 苏共中央马列主

义研究院编的 5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献遗产 ) ) ) 在

苏联出版和研究的历史 6 ( 1969)一书曾多次肯定

性地使用了 /马克思学 0、/马克思学研究中心 0、

/苏联的马克思学 0等概念, 但仍有学者认为 /马克
思学0是资产阶级的学术商品。然而很多批评缺乏

足够的根据, 很多论著的学术性很难得到高度认

可,当然也不可能得到其他国家的马克思恩格斯文

本研究专家的重视。

三、研究方法与相关启示

探究苏联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编纂与考据问题,

应以文献学为基本方法。以梳理其研究文本的历

史原貌为主体工作, 通览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6俄

文 1、2版与历史考证 1、2版的版本概况、各分卷出

版时间、语种,梳理苏联介绍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编

排情况的书刊内容, 理清苏联 5马克思恩格斯文

库 6等书刊对马克思恩格斯未定稿的发表状况。在
此基础上把握苏联编纂各版本的内容差别,阐述苏

联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编纂与考据为世界各国学者

的重视情况及苏联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编纂与考据

的历史发展与经验教训等。采用现代文献学研究

手段,依据影视、光盘、因特网等提供的数据说明

问题。

有助于推进该问题探究的还有客观解读的方

法。较之西方马克思学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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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解释而言, 苏联马克思恩格斯

文本考据早期与中期更重视从总体上说明问题, 即

通盘考量马克思恩格斯文本,而不重视对个别词句

的着意发挥;苏联马克思恩格斯文本考据晚期对人

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重视实乃步西方马克思学研

究之后尘。

从整体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角度看,还应倡

导历史与逻辑辩证统一的研究方法。秉持这种方

法,才能从根本上生发文献学方法与解释学方法的

活力。具体说来,既关注苏联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编

纂与考据的历史,又关注 /苏联模式 0的内在逻辑。

在考证苏联学者研究思路与成果的同时, 力图分析

苏联社会的历史发展与其文本考据的内在关联,

/从前苏联对马克思文本的研究情况看, 真正经得

起考验的,是那些对文本写作过程的甄别、版本的

考证、结构内容的分析等等, 而不是那些对其现实

意义的挖掘 0 [ 6] ( P257)
。诸如此类问题的逻辑成因必

须从历史角度加以分析和判断。

此外,探究苏联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编排与考据

问题, 从西方马克思学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

/苏联模式0的批评性论说中也可以提炼出有益的
内容。较之很多肯定性意见的复述而言, 这些批评

提供了研究苏联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编纂与考据的

部分线索与思路, 很多理解可谓别具一格。应该

说,西方马克思学家与苏联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研究

的差异是明显的。比如,前者注重探究马克思与恩

格斯的思想差别, 认为恩格斯在一定程度上曲解、

更改了马克思思想的本意,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

内容更多的源于恩格斯的思想而非马克思;后者则

注重从恩格斯与马克思思想一致性出发, 把马克思

恩格斯文本作为思想整体来看待。西方马克思学

对马克思恩格斯学术关系的理解未必没有过度解

读的问题,但这种过度解读也提出了很多问题, 对

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恩

格斯文本编纂与考据。毋庸置疑, MEGA2是对梁

赞诺夫主持编纂的 MEGA 1的超越,这次耗时漫长、

速度缓慢的编纂伴随着对 /苏联模式 0的自觉纠

偏。即使这样,日本马克思学者仍然对此提出颇多

质疑。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学者开始自觉地译介苏联

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编纂与考据的研究情况, 5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6中文 1版 50卷更是在翻译和编辑

俄文 2版的基础上完成的。中共中央编译局等科

研院所为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编纂与考据投入了

大量精力,译介了相关研究著作, 很多学者尝试进

行颇具原创性的文本考据与经典文献的 /重读 0。

5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65马列著作编译资料 6 5外国
哲学资料 6等丛刊辑录的文章有助于国内学者对苏

联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编纂与考据的了解。国内学

者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编纂与考据的研究在 21世

纪初掀起新的高潮。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6中文 2

版目前也在编纂过程中,该版 /以第一版为基础,并

依据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6历史考证版第二版和德

文版重新进行编辑和译校 0 [ 7]
。 5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 6中文 2版对苏联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编纂与考据

的重视与借鉴毋庸置疑,其他相关研究几乎无法绕

开苏联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编纂与考据的历史性

工作。

随着苏联历史的终结, 苏联马克思恩格斯文本

编纂与考据已经成为历史, 但俄罗斯马克思恩格斯

文本研究专家的努力与苏联时期马克思恩格斯文

本编纂与考据的成果并未断裂。它不仅表现在拉

宾、科兹明、乌达利佐夫等苏联学者的解读文本至

今仍有不可忽视的价值,而且表现在当时活跃在苏

联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编纂与考据工作中的巴加图

利亚等俄罗斯学者至今仍为 M EGA2的编纂付出努

力。更何况, 热衷于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编纂与考据

的世界各国学者仍然从 /苏联模式0中解读出自己

的研究心得, 用以推动新的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研

究。在这个意义上, 借鉴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

并在此基础上,系统地梳理苏联马克思恩格斯文本

编纂与考据的历史,判断利弊得失, 对马克思恩格

斯文本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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