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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罗莎!卢森堡全集$编辑和出版
的意义与构想
!

何
!

萍

摘
!

要!从目前的情况看%世界上最有影响的#罗莎!卢森堡全集$有两个!一个是已经出

版的德文版#罗莎!卢森堡全集$%另一个是正在出版的英文版#罗莎!卢森堡全集$%这两

个版本在编辑结构上有很大的差别%但在主导思想上则是一致的%即都把罗莎!卢森堡当

作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家和政治策略家%而不是当作一个哲学家&在这一思想主导

下%罗莎!卢森堡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和政治哲学被人为地分隔为两个部分编辑%这就很难

全面地反映罗莎!卢森堡的思想创造活动&与之不同%中文版#罗莎!卢森堡全集$将

把罗莎!卢森堡定位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以此为主导%运用历史主义的方法编辑#罗

莎!卢森堡全集$&在编辑过程中%中文版#罗莎!卢森堡全集$既要充分吸收德文版和英

文版的成果%又要扬弃德文版和英文版的不足%使其优于德文版和英文版&为了实现这一

目标%中文版#罗莎!卢森堡全集$需要解决两大难点问题!一是罗莎!卢森堡著作'札记

和书信等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包括对罗莎!卢森堡用波兰文撰写的文章'著作和书信等文

献的搜集和整理(二是依据新发现的罗莎!卢森堡著作'札记和书信等文献%重新评价罗

莎!卢森堡的思想&

关键词!#罗莎!卢森堡全集$(罗莎!卢森堡(第二国际

0"!$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将)罗莎*卢森堡著作的整理'翻译和研究+列为重大

招标项目并于当年立项&这是中国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中的一件大事%也证明了中国

对于翻译和出版罗莎*卢森堡著作的重视&作为该项目的主持人%我想在这里谈三个问

题!第一%为什么要编辑和出版中文版#罗莎*卢森堡全集$%或者说%编辑和出版中文版

#罗莎*卢森堡全集$的意义何在, 第二%编辑中文版#罗莎*卢森堡全集$的总体构想(

第三%编辑中文版#罗莎*卢森堡全集$的难点&

一'编辑和出版中文版#罗莎!卢森堡全集$的意义

概括地说%编辑和出版中文版#罗莎*卢森堡全集$是为了满足当下中国研究罗莎*卢

森堡思想乃至
0"

世纪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需要&

罗莎*卢森堡思想的研究在中国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

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
!2!2

年至
0"

世纪
1"

年代&这是罗莎*卢森堡思想在中国传播的阶

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介绍罗莎*卢森堡其人及其思想&

!2!2

年%在罗莎*卢森堡惨遭杀害之时%中国的报刊就报道过罗莎*卢森堡牺牲的

消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者'中国共产党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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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在
!20!3!200

年两年间写了
4

篇文章介绍罗莎*卢森堡&第一篇是#介绍几

个女社会革命家$%第二篇是#李卜克内西传$%第三篇是#女权运动史$&在#介绍几个女社会革命家$中%

李达主要介绍了罗莎*卢森堡和克拉拉*蔡特金&在介绍罗莎*卢森堡时%李达把她的性格'才华'诗

性的气质和理论家的智慧融为一体%展现了德国一代革命家的风采%同时%还介绍了罗莎*卢森堡的

$

部著作!#资本之集中$-资本积累论.'#波兰产业的进化$-波兰工业的发展.'#改良呢, 革命呢,$-社

会改良%还是革命,.'#德国社会民主党底危机$&从
!200

年开始%中国纪念罗莎*卢森堡的活动从来就

没有中断过!

!200

年在上海'北京'广州'武汉和长沙等大城市举行过大规模的纪念会(

!242

年全国青年

联合会出版的#中国青年$发表了纪念罗莎*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文章(

!2$4

年%值罗莎*卢森堡和

李卜克内西牺牲
0$

周年之际%#群众$杂志刊出了题为#他们的名字是德国革命///纪念卢森堡'李卜克

内西逝世二十四周年$的文章&这些纪念活动%使罗莎*卢森堡作为革命家的形象铭刻在中国人的心

里&相比之下%对罗莎*卢森堡著作的翻译则少之又少&前不久%人民出版社的邓仁娥编审发现了陈寿

僧译'胡汉民校订的罗莎*卢森堡的#新经济学$%该书于
!205

年
4

月由)中国新文社+在中国当时最大

的商业中心城市上海出版&这是当时翻译出版的唯一一部完整的罗莎*卢森堡的著作%而且对于中国

人的影响是很小的&这表明%当时罗莎*卢森堡的思想在中国产生影响%不是通过她的学术著作%而是

通过中国人对她的革命事迹和著作的介绍(她的思想能够对中国革命产生积极的影响%是因为当时的马

克思主义者对她的革命实践和理论思想作了很高的评价&相比之下%第二阶段对罗莎*卢森堡生平和

思想的评价却低得多&

第二个阶段是
0"

世纪
1"

年代至
2"

年代&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罗莎*卢森堡最重要的著作被

翻译成中文出版%却没有对她的思想展开实质性的学术研究%即便有少量的评介性论著%也都是以批评

为主&

自
0"

世纪
1"

年代开始%系统地整理和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著作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思

想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一方面%中共中央编译局不仅系统地整理'翻译和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和#列宁全集$%还整理'翻译了第二国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代表人物的著作&但是%由于当时

受到苏联马克思主义批评以及否定第二国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强烈影响%中国对第二国际和西方马

克思主义重要代表人物的思想普遍持批评或否定态度&这一态度反映在著作的出版上%不是采取内部

发行的形式%就是在公开出版的著作扉页上明确地标出)供批判使用+的字样或在前言部分加上一些批

评性的评价意见&罗莎*卢森堡著作的命运也不例外&在这一时期%罗莎*卢森堡的政治经济学著作

#资本积累论$-

!212

.和#国民经济学入门$-

!2&0

.%作为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遗产得到了翻

译和出版%但是%这两部重要的著作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兴趣%而是当作一部错误的'没有价值的著作被

悬置起来&这一态度在#资本积累论$的#译后记$中清晰可见&这部著作的译者在#译后记$中对罗

莎*卢森堡的革命实践和理论都作了否定性的评价!在评价她的革命实践时%指责罗莎*卢森堡犯了

)半孟什维克错误+

!

(在评价她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时%批评她的资本积累理论的逻辑结论是)资本主义

的自动崩溃论+%她对剩余价值实现问题的分析'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再生产理论的理解')在自己的推

理上+'在对帝国主义的理解上%都是不正确的"

&这些指责和批判绝不是译者独创的%而是当时中国人

评价罗莎*卢森堡基调的一种表述&正是这样一种态度%妨碍了罗莎*卢森堡著作的翻译和出版%使这

一工作一度中断&直到
0"

世纪
%"

年代%罗莎*卢森堡著作的翻译和出版工作才得以重新开展&

自
0"

世纪
%"

年代开始%罗莎*卢森堡著作的翻译和出版不再限于她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而是扩大到

对她的政治学论著%其中最突出的是中共中央编译局整理'翻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卢森堡文选$上卷

和下卷%其中上卷出版于
!2%$

年%下卷出版于
!22"

年&这两卷均摘自
!250

年出版的德文版#罗莎*卢森

堡全集$%在时间上涵盖了罗莎*卢森堡
!%%4

至
!2!2

年的重要著作%包括她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

*

&

*

!

"

彭尘舜'吴纪先!#译后记$%载卢森堡!#资本积累论$%三联书店
!212

年%第
45%

页&

见彭尘舜'吴纪先!#译后记$%载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第
4%!

#

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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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著#社会改良还是革命,$以及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的名著#社会民主党

的危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论俄国革命$等&除此之外%罗莎*卢森堡的尚未翻译的政治

经济学著作'文学论著和书信也开始得到陆续整理'翻译和出版%其中最重要的有!#德国社会民主党关

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内含罗莎*卢森堡
!%2%3!2"4

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四次代表大会上就伯

恩施坦问题所发表的讲话.-

!2%!

.'#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

!2%0

.'#狱中书简$-

!2%!

.'#论文学$-

!2%4

.

等&这些著作的出版使中国学术界能够更多地了解罗莎*卢森堡的思想&但是%由于受到当时评价基

调的限制%这一时期的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的水平在总体上并未超过第一阶段的水平&从另一方面

看%这一时期研究水平的局限性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咎于被翻译成中文的罗莎*卢森堡文献还十分有

限&据初步统计%目前已经译成中文的罗莎*卢森堡文献在数量上仅占德文版#罗莎*卢森堡全集$和

#罗莎*卢森堡书信全集$的
0"6

左右&这还不包括新发现的罗莎*卢森堡文献&在这种情况下%要想

通过学术自身的研究改变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的基调%无疑是十分困难的&

第三个阶段是
0"

世纪
2"

年代到现在&这是中国人严肃地开展罗莎*卢森堡学术思想研究的阶段&

尽管中国的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受到中文文献数量的限制和评价基调的影响%但中国学术界还

是冲破了重重阻碍%开始了新一轮的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这一阶段的形成是由三个因素决定的!第

一个因素是中国
0"

世纪
%"

年代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及由此而推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研究&

0"

世纪
%"

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破除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尤其是破除了斯大林思想的影响%中

国学术界逐渐改变了对第二国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态度%开始认真地研究第二国际和西方马克

思主义&在这一研究中%罗莎*卢森堡的思想及其地位凸显出来%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个

亮点&第二个因素是受国际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的影响&自
0"

世纪
2"

年代开始%有两件事刺激了

国际学术界对罗莎*卢森堡思想的重新研究!一件是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这促使人们重新思考

罗莎*卢森堡的社会主义民主观以及她对俄国革命的批评(另一件是美国借助互联网在全球范围内重

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这促使人们重新思考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这两件事都与中国的发展

密切相关%所以%中国学者受到国际罗莎*卢森堡研究的影响%也开始从肯定的角度来重新研究

罗莎*卢森堡的理论&第三个因素是中国青年一代学者对罗莎*卢森堡思想的兴趣&我这里所说的

青年一代学者是指
0"

世纪
2"

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学者&这些青年学者面对的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

题'中国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等问题%正是在思考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他们对罗莎*卢森堡的思想发生

了浓厚的兴趣%开始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这一研究最主要的成果和研究水平比较集中地反映在#罗

莎*卢森堡思想及其当代意义$这本文集中&这本文集是在
0""&

年
4

月
0"300

日在武汉大学召开的

)罗莎*卢森堡及其当代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会议文集的基础上编辑而成的&

自
0"

世纪
2"

年代以来%中共中央编译局曾经两次与国际罗莎*卢森堡学会合作%在中国举办国际

罗莎*卢森堡思想学术研讨会&一次是
!22$

年
!!

月在北京召开%一次是
0""$

年
!!

月在广州召开%这

两次会议虽然时间不同%但在主题上都是讨论罗莎*卢森堡的社会主义民主思想%参加的学者也都是研

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专家&与这两次会议不同%

0""&

年在武汉大学召开的)罗莎*卢森堡思想及

其当代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突破了先前单一社会主义民主思想研究的主题%在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探

讨罗莎*卢森堡在哲学'政治经济学'政治学'科学社会主义及东方社会研究领域的成就%其中讨论

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的论文占了约
0

"

4

的篇幅(参加的学者也不限于研究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专

家%而是扩大到中国各大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的专家%他们当中%有研究哲学的'政治学的'经济学的'科

学社会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和后现代思潮的%等等%他们从各自的领域对罗莎*卢森堡的思想进

行了广泛的讨论%充分地展示了中国学者
0"

世纪
2"

年代以来研究罗莎*卢森堡思想的新成就&这一

成就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

.结合当今国际垄断的形成'金融资本全球化的现实%重新评价罗

莎*卢森堡与伯恩施坦的论战%论证了研究罗莎*卢森堡思想的当代意义(-

0

.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

角度重新评价罗莎*卢森堡的著作和与列宁进行的思想论战%其中对她的#资本积累论$'她的民族自治

思想'她与列宁之间的论战等都作了肯定的评价(-

4

.探讨了罗莎*卢森堡思想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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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肯定罗莎*卢森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先驱&这一点%对于西方学者来说从来就没有疑

义%但是%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它意味着%罗莎*卢森堡的思想研究已经开始进入

了中国学术的主流地带(-

$

.把罗莎*卢森堡作为一位哲学家来加以研究&这是中国学者对于世界罗

莎*卢森堡思想研究的独特贡献&

随着中国对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的不断拓展和深化%翻译和出版#罗莎*卢森堡全集$的要求

也就提了出来&比如%自
0""5

年秋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学术界开始

了新一轮的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在这一轮研究中%罗莎*卢森堡的经济思想与当代金融危机的关

系'她的生态学思想'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尤其是她晚年的革命思想等%成为了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

的新课题&相比之下%中国学者至今都无法开展这些课题的研究&这一不足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罗

莎*卢森堡中文文献的限制&确切地说%中国翻译和出版的罗莎*卢森堡文献尚不足以支撑上述课题

的研究&因此%中国要想跟上国际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的步伐%就需要有大量的罗莎*卢森堡的中文

文献%尤其是新发现的罗莎*卢森堡文献&这就在客观上提出了整理和出版中文版#罗莎*卢森堡全

集$的要求%而且新一代的年青学者也希望能够读到中文版的#罗莎*卢森堡全集$&这一点%在我们

0"!$

年与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共同主办的)罗莎*卢森堡思想系列讲座+中已得到了体现&当时%参加

这次系列讲座的青年学者都是来自中国
4"

多所大学及有关科研机构%他们对国外学者讲授的#罗

莎*卢森堡全集$的德文版和英文版的出版情况抱有浓厚的兴趣%希望中国能够尽快地出版罗莎*卢

森堡著作和书信全集&

以上三个阶段的发展表明%中国的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这一时期形成

了新的研究课题%而且还有了翻译和出版罗莎*卢森堡全集的要求&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将罗莎*卢森堡著作的整理'翻译和研究列入重大招标课题%正是适应了中国罗莎*卢森堡思

想研究的需要&

二'编辑和出版#罗莎!卢森堡全集$的总体构想

根据中国学者的需要和中国罗莎*卢森堡研究的现状%我们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分为两个部分!一个

部分是充分利用新发现的罗莎*卢森堡文献%系统地研究罗莎*卢森堡的思想%整理罗莎*卢森堡的文

献%编写#罗莎*卢森堡年谱$(另一个部分是编辑'翻译和出版
!0

卷本的中文版#罗莎*卢森堡全集$%

展示出一个真实完整的罗莎*卢森堡&

在这个总体构想下%我们拟开展三个方面的工作!

!#

开展罗莎*卢森堡革命活动史'思想史及罗莎*卢森堡著作的考据性研究&这是整理和出版罗

莎*卢森堡著作的前提性工作%也是出版罗莎*卢森堡著作的一个构成部分&通常%出版全集%都要对

全卷和各卷的思想作一说明%而我国已出版的罗莎*卢森堡著作的说明%无论是在生平和著作的介绍

上%还是在思想的评价上%都与罗莎*卢森堡新发现的文献有着很大的差距%因此%必须重新撰写&而要

写好这一说明%就必须对当代国内外罗莎*卢森堡思想的研究有充分的了解%对她的思想有充分的研

究%包括对她的著作和出版的考据性研究&

0#

整理罗莎*卢森堡的手稿'笔记和书信&从目前国内已经出版的罗莎*卢森堡文献看%现有的中

文文献有两点不足!其一%罗莎*卢森堡的主要著作%除了#卢森堡文选$-上下卷.外%大多是以单行本的

形式出版%这就很难呈现罗莎*卢森堡思想的全貌(其二%罗莎*卢森堡的大量手稿'笔记和书信都没有

译成中文%至于新发现的文献%只发表了罗莎*卢森堡在
!2!!

年
2

月或
!"

月初写的#0信条1!关于俄国

社会民主党的状况$一文!

%其余的都没有翻译成中文发表%也缺乏系统的介绍%而这些文献都有着极高

的研究价值%因此%本课题必须重点整理这一部分的文献%并在此基础上撰写#罗莎*卢森堡年谱$&这

一工作是编辑罗莎*卢森堡全集的前提性工作%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

%

*

!

该文收入
0"!0

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卢森堡文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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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已经出版的德文版和英文版#罗莎*卢森堡全集$进行研究%充分吸收其中的优点%编写独具特

色的中文版#罗莎*卢森堡全集$&

在这里%我想重点谈谈我对现有的德文版和英文版#罗莎*卢森堡全集$的看法&

现有的德文版和英文版#罗莎*卢森堡全集$%可以说是国际上罗莎*卢森堡著作研究和出版方面

最有代表性的成果&这两个版本由于编辑和出版的时间不同%所以在编辑的结构和主导思想上有着很

大的差别&

首先分析两者在编辑结构上的差别&

先看德文版#罗莎*卢森堡全集$&该全集由两个部分构成!一个部分是#罗莎*卢森堡著作全集$(

另一个部分是#罗莎*卢森堡书信全集$&#罗莎*卢森堡著作全集$共
&

卷%是在
0"

世纪
5"

年代出版

的
1

卷本#罗莎*卢森堡著作全集$的基础上编写的%其中第
!

卷由
!

"

!

'

!

"

0

两册构成%汇集了罗莎*卢

森堡
!%%2

年至
!2"1

年的论著'讲话'札记'笔记'手稿'评论文等(第
0

至
$

卷%汇集了罗莎*卢森堡

!2"&

年至
!2!2

年的论著'讲话'札记'笔记'手稿等(第
1

卷为政治经济学卷%汇集了罗莎*卢森堡的三

部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资本积累论$'#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和#国民经济学入门$(第
&

卷

汇集了新发现的罗莎*卢森堡文献!

&与此类似%#罗莎*卢森堡书信全集$共
&

卷%其中前
1

卷是按照

年代编辑的%第
&

卷是补卷%汇集了后来发现的罗莎*卢森堡的书信&从德文版的这两部分内容看%德

文版全集基本上搜集齐了罗莎*卢森堡的文献%但并没有把新发现的文献融于整体的文献中%而是采取

了补卷的方式附在后面&此外%在内容的编辑上进行了简单的分类%即把罗莎*卢森堡的政治经济学的

主要著作单独成卷%既突出她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地位%又将她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与政治学的著作相对

地区分开来&

再看英文版#罗莎*卢森堡全集$&英文版的#罗莎*卢森堡全集$由
!$

卷构成!第
!

至
0

卷为政治

经济学卷%汇集了罗莎*卢森堡早期的#波兰工业发展$'在社会民主党学校授课时的笔记'手稿等以及

她的主要政治经济学著作(第
4

至
2

卷为政治学著作卷%其中%前
4

卷按照年代顺序编辑了罗莎*卢森

堡
!%25

年至
!2!2

年的政治学著作%余下的分别为罗莎*卢森堡论述民族问题和帝国主义问题的著作'

笔记'讲话'札记等%被冠之以文化类(第
!"

至
!$

卷为书信卷&这一结构鲜明地体现了英文版的三个特

点!第一%以新出版的德文版为文献基础%将新发现的文献与先前发表过的文献统一编辑%不再以补卷的

形式将其分开%在文献编辑的整体性上优于德文版&第二%在编辑结构上%强化了德文版隐含的分类法%

明确地把罗莎*卢森堡的著作分为三类!一类是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一类是政治学的著作(一类是文化

方面的著作&而在德文版中%罗莎*卢森堡早期的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和笔记与她的政治学著作并没有

分开编辑%只是提取了她后来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独立成册%而英文版则明确而完全地将她的政治经济学

著作与政治学的著作分开%然后将她的政治学著作进一步细化%把其中论述革命的部分冠之以政治学的

著作%而把其他的部分统归于文化著作%并依据这一分类在第
!

'

0

两卷集中发表罗莎*卢森堡的全部政

治经济学文献%在第
4

至
1

卷集中发表论述革命问题的著作%在第
&

至
2

卷中发表论述帝国主义'殖民

地'民族自治以及论文学等方面的著作&这一编排无疑强化了德文版隐含的分类法&第三%将罗莎*卢

森堡的著作类和书信类合并编辑%增强了罗莎*卢森堡全集的整体感&

对比英文版和德文版的编辑结构%英文版将新旧文献融为一体'著作和书信统一编辑%在文献的统

一性上的确优于德文版%但是%英文版由于过于追求分类的明晰化%因而在历史的整体感上又不如德文

版&因为德文版从第
!

卷到第
$

卷%按时间序列编辑罗莎*卢森堡的文献%比较完整地展现了她的思想

进程%而英文版将罗莎*卢森堡的政治经济学文献和政治学文献完全分割开来%使她的思想碎片化了%

在编辑体例上%似乎是在编专题论著集%不符合编辑全集的体例&为了弥补这一不足%英文版增加了许

多有关背景方面的注释%这显得视野更为开阔%值得特别重视&

*

2

*

!

据罗莎*卢森堡基金会负责此项工作的
78#9:;<+)=+>>+(.

介绍%罗莎*卢森堡基金会正在编辑第
5

卷%该卷汇集了第
&

卷未收入

的新发现的罗莎*卢森堡文献%预计
0"!&

出版%余下的还将出版第
%

卷%集中出版罗莎*卢森堡用波兰文撰写的文献%预计
0"!5

年出版&到那时%罗莎*卢森堡的德文版将出齐所有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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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和评价德文版和英文版编辑的主导思想&

德文版和英文版#罗莎*卢森堡全集$的编者把罗莎*卢森堡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和她的政治学著作

分开编辑的思想基础是!罗莎*卢森堡是一个政治经济学家和政治策略家%而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哲

学家&在我看来%这一观点很难全面地反映罗莎*卢森堡的思想创造活动&

事实上%罗莎*卢森堡和马克思'列宁一样%不是一个书斋的学者%而是注重现实'实践问题的革命

家和理论家%因此%她所有的著作'讲话'笔记都是围绕着现阶段实践中提出的重大问题展开的&她在苏

黎世大学期间曾经主修过哲学%研究过古希腊哲学'康德和黑格尔哲学%也系统地研究过马克思'恩格斯

的著作%这些都培养了她的理论思维能力%使她善于从哲学世界观的高度%从政治'经济'文化的总体上

来分析所面临的'必须解答的问题&当罗莎*卢森堡把这一思维方式贯穿于自己的写作中时%她的每一

部著作'每一本笔记%只要是对某一理论问题的分析%都不能不同时包含着哲学的'政治经济学的和政治

学的内容%在她那里%不论是分析帝国主义经济现象的著作%如#资本积累论$%还是批判伯恩施坦的杰

作%如#社会改良还是革命,$%都同时既是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又是政治学的著作%更是哲学的著作&对

于这样一个思想家%如果忽视她的哲学思想%把她降低为一个单纯的政治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并将她

的著作进行简单的分类处理%是根本不能展现她思想中那些富有活力的东西的%也难以呈现她的思想在

当代的价值&这与当代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的水平是不协调的&在对罗莎*卢森堡著作的编辑上%

也必然会碰到难以克服的困难&我们可以英文版的编辑为例&英文版将罗莎*卢森堡的政治著作进一

步分为两类%将其中有关民族问题和帝国主义问题的著作作为文化类单独编辑%以求与她的革命民主主

义思想分开&但是%民族问题和帝国主义问题的著作究竟属哪一类呢, 它们难道真的就属于文化类吗%

抑或还可以划归于政治经济学类呢, 可见%要把罗莎*卢森堡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和政治学的'文化的思

想清晰地'彻底地区分开来%是十分困难的&这就像要把马克思的#资本论$单一地划归为政治经济学著

作一样%是极不合理的&这种刻意的分类只会使#罗莎*卢森堡全集$的编辑碎片化%要克服这种碎片化

倾向%就必须采用历史主义的方法%而不是形而上学式的分类法&这就需要把罗莎*卢森堡当作一个马

克思主义哲学家来对待&

综合以上分析%德文版和英文版为中文版的编辑提供了充足的文献资料%但因其编辑结构的不合理

性%而给予了中文版的编辑出版进一步发展和突破的空间&

这种可能的突破主要体现在三点上!

!#

在编辑思路上的突破&由于中文版在时间上晚于德文版和英文版%所以%在编辑的思路上可以充

分吸取当代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的成果&从总体上看%中文版的编辑思路定位于两点!其一%把罗

莎*卢森堡定位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从这样的思想高度去理解她的全部著作和思想%把她的政

治经济学'政治学'文学等方面的思想作为其哲学思想的内容%从历史哲学的高度去展现这些思想的深

层内涵及其当代意义(其二%联系
0""%

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及其所带来的帝国

主义'全球公平正义'生态等问题%研究罗莎*卢森堡的著作和思想%要注意清理和研究她有关资本主义

危机和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笔记%研究这些笔记与她的帝国主义理论之间的关联%以及在帝国主义问题

上%罗莎*卢森堡与她同时代的思想家之间的争论%她之后的思想家对她的批评和赞扬%从中阐明

罗莎*卢森堡思想的当代意义&

0#

在文献的编辑上%把新发现的文献有机地融于已出版的文献之中%形成文献的整体性(在编辑结

构上%运用历史主义的方法%以文献发表的时间顺序为主%兼顾分类方法%这主要表现在对一些文献细节

的合理处理上%比如%把罗莎*卢森堡在社会民主党内有关伯恩施坦问题讨论中的讲话与#社会改良还

是革命,$编为一组%把罗莎*卢森堡在社会民主党党校担任教员期间的讲稿'笔记'手稿与#国民经济学

入门$编为一组%等等(在编辑过程中%加强注释%特别是对罗莎*卢森堡版本方面的注释%使中文版#罗

莎*卢森堡全集$能够满足中国学者研究的需要%并具有自身的特色(最后%在编辑的体例上%共编辑
!0

卷%其中前
&

卷为著作卷%后
&

卷为书信卷&

4#

在编辑的内容上%要突出罗莎*卢森堡与波兰革命传统和德国马克思主义传统之间的联系&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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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地说%在实践方面%要联系波兰的'德国的工人运动和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内的斗争来研究罗莎*卢

森堡的生平活动和著作中的思想(在文献整理方面%要特别注意罗莎*卢森堡的讲话'论战与她所处的

政治背景之间的关系(在理论方面%要特别注意她与德国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传统的联系%确定罗

莎*卢森堡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地位%特别要注意她在论述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马克思和恩格

斯哲学等方面的文献%以此为理论背景%考察罗莎*卢森堡与伯恩施坦的理论论战%发掘她的政治经济学

和政治学著作'笔记'手稿背后的辩证法传统%揭示这些文献之间的关联和内在的逻辑理路&

三'编辑中文版#罗莎!卢森堡全集$的难点

有了德文版和英文版的文献%有了国内外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的最新成就%这是我们编辑中文版

#罗莎*卢森堡全集$的良好基础&但是%这并不等于说%编辑中文版#罗莎*卢森堡全集$的所有问题都

解决了%余下的只有翻译工作了&从上述德文版和英文版在编辑结构和主导思想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看%

编辑中文版#罗莎*卢森堡全集$依然还有许多的工作要做&从总体上看%这些工作可大致分为两类!一

类是罗莎*卢森堡著作'札记和书信等文献的搜集和整理(一类是依据新发现的罗莎*卢森堡著作'札

记和书信等文献%重新评价罗莎*卢森堡的思想&在这两类工作中%我们面临着许多的难题&

在罗莎*卢森堡著作'札记和书信等文献的搜集和整理方面%我们至少有两个难点问题需要解决!

一是研究罗莎*卢森堡生平和革命活动的波兰背景和波兰文献&我国已经出版的罗莎*卢森堡文

献%无论是著作'札记%还是讲话稿'书信%都是她在德国背景下用德文撰写的%而没有她在波兰背景下用

波兰文撰写的&这在文献上是一个很大的缺失&根据在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工作的罗莎*卢森堡

文献研究专家霍尔格*波利特-

?@<

A

;8B@<+>>

.的统计%罗莎*卢森堡用德文撰写的著作篇幅大约长达

&"""

页%用波兰文撰写的著作篇幅大约
4"""

页&这个统计数字告诉我们%罗莎*卢森堡用波兰文撰写

的著作'札记'讲话稿'书信等%占据了罗莎*卢森堡全部文献
!

"

4

的篇幅&这
!

"

4

的篇幅记载了罗莎*卢

森堡早年从事的革命活动和思想%比如她与波兰革命者%也是她的亲密伴侣利奥*约吉希斯共同创办的

沙俄境内第一份社会民主刊物///#工人事业$%罗莎*卢森堡作为该报的编辑%每一期都刊有她撰写的

文章%这些文章记载了她从
!%24

年至
!%2&

年的革命实践和思想发展过程&此外%还有她在波兰社会民

主党刊物#红色旗帜$'#社会民主党评论$上发表的文章%其中包括她在
!2"%3!2"2

年间用波兰文撰写

的重要著作#民族问题与自治$等等!

&这些文献的主题都是有关波兰问题'沙俄帝国主义与民族问题

以及波兰'俄国工人运动及工人的社会民主运动发展的问题%反映了罗莎*卢森堡在民族问题'帝国主

义问题和波兰工人运动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是我们研究罗莎*卢森堡思想的宝贵文献&

二是考据和处理新发现的罗莎*卢森堡的德文文献&自
0"

世纪
4"

年代开始%因斯大林禁锢研究

罗莎*卢森堡的思想%罗莎*卢森堡的大部分文献被封存起来%这其中有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论著%但大

部分是有关政治方面的论著&直到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这些文献才得以解密&对于这些文献%德文

版的处理方式是%以补卷的形式置于#罗莎*卢森堡全集$之后&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德文版#罗

莎*卢森堡全集$第
&

卷和即将出版的第
5

卷&对于德文版来说%这两卷也不是经过系统地考据后%按

照罗莎*卢森堡文献的时间顺序统一编辑的%而是将先发现的罗莎*卢森堡文献编辑成第
&

卷%将编辑

之后新发现的文献汇集成第
5

卷&这样一来%中文版要利用这些文献%就需要对这些文献进行考据性研

究%在此基础上重新编辑%将其融于已有的文献之中%展现一个完整的罗莎*卢森堡&

在依据新发现的罗莎*卢森堡著作'札记和书信等文献%重新评价罗莎*卢森堡的思想方面%我们

面对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澄清以往对罗莎*卢森堡思想的种种误读&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罗莎*卢

森堡无疑是最有争议的人物&历史地看%人们关于她的种种争议无非出自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学术

方面的原因%这就是%罗莎*卢森堡提出的许多新的理论观点不能被当时的人们所理解%比如%她对马克

思的资本积累图式的批评'对布尔什维克的极端集中主义的组织形式的批评等等%不仅不为她同时代的

*

!!

*

!

详见本期笔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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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于罗莎*卢森堡波兰文著作的一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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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所理解%甚至在她身后的很长时间内%都不为大多数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所理

解&正是这些不理解%招致了无数的批评%也引起了长时间的争议(另一个是政治方面的原因%这主要来

自于斯大林对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的打压&长期以来%人们把罗莎*卢森堡思想不能得到客观评价

的政治原因归咎于列宁对罗莎*卢森堡的批评%这实在是一种误解&不可否认%列宁对罗莎*卢森堡的

批评为斯大林打压罗莎*卢森堡思想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理由%但是%就列宁本意而言%他对罗莎*卢森

堡的批评旨在阐明他们之间在认识上和理论上的分歧%至于在政治上%列宁从来没有压制过罗莎*卢森

堡%更不否定她为工人阶级'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实现所做的一切努力&正是这样%他才会以俄国作家

伊*安*克雷洛夫的#鹰和鸡$的寓言来比喻罗莎*卢森堡%称她)始终是一只鹰+%并指责)德国共产党

人延缓她的全集的出版太久了+

!

&与列宁不同%斯大林重在政治上打压罗莎*卢森堡%所以%他禁锢罗

莎*卢森堡思想研究%封存了罗莎*卢森堡著作'札记'书信等许多文献%致使罗莎*卢森堡的全集无法

出版&这种状况直到苏共
0"

大以后才逐渐得到缓解&然而%就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的禁锢而言%政

治原因的消除与学术原因的消除并不同步%政治原因的消除只是学术原因消除的前提%但学术原因的真

正消除%只有在经过了对罗莎*卢森堡的著作和思想的客观而深入的研究之后%才是可能的&罗莎*卢

森堡著作'札记和书信等文献的解密无疑为学术原因的消除提供了文献上的根据&这也就是随着罗

莎*卢森堡著作'札记和书信等文献的解密%对这些文献的考据性研究%成为
0!

世纪罗莎*卢森堡思

想研究的热点的重要原因&就目前的情况看%这一研究已经取得了两个方面的成就!一个成就是启动编

辑和出版多种语言的#罗莎*卢森堡全集$%另一个成就是依据新发现的罗莎*卢森堡著作'札记和书信

等文献%订正以往对她的政治经济学'政治哲学等观点的误读%重新评价罗莎*卢森堡与列宁的争论%给

罗莎*卢森堡思想一个准确的历史定位"

&这些成就%从不同的方面凸显了罗莎*卢森堡思想的当代

价值%进而一点一点地改变着以往看待罗莎*卢森堡思想的观念&我们整理和编辑出版中文版#罗

莎*卢森堡全集$也是这个工作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文版#罗莎*卢森堡全集$的编辑

和出版既是中国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的一部分%也是世界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的一部分&既然如

此%那么%对罗莎*卢森堡著作'札记和书信进行考据性研究%并依据这一研究成果重新评价罗莎*卢森

堡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有关社会主义民主的思想%从学术上消除以往人们对她思想的种种误读%就应

该成为本课题研究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这一工作在中国还未真正展开%因此%进行这一工作%必然

会碰到来自观念上的'资料上的和理论上的许许多多的困难&这就要求我们把文献的整理'编辑与理论

的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以新的理论研究推动文献的整理和编辑%在此基础上%编辑出高水平的中文版

#罗莎*卢森堡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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