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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历史学笔记》

前言

《历史学笔记》是马克思晚年所写的一部史学手稿，大概写于19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共有四本
笔记本。马克思在这份手稿中按编年顺序摘录了公元前1世纪初至17世纪中叶世界各国，特别是欧洲各
国的政治历史事件。关于各个民族经济发展史的材料，马克思在另外一些笔记本中作了专门的记述。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整理这份手稿时，给它加上了《编年摘录》这一标题。四本笔记所涉及的历
史时期如下；第一册笔记（共有141页手稿）：公元前1世纪初到14世纪初。第二册笔记（共有145页手
稿）：14世纪和15世纪上半叶。第三册笔记（共有143页手稿）：15世纪上半叶到16世纪70年代。第四
册笔记（共有116页手稿）：16世纪末到17世纪上半叶。马克思对世界史各种问题的研究在他的科学研
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他把历史过程作为人类所创造的历史的实际进程来研究，始终主张只有仔细研究
具体的事实才能了解真正的历史。他一生阅读过许多历史书籍，作了大量的提要和摘录，这部篇幅巨
大的手稿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也是马克思生前写下的最后一部史学手稿。马克思在作《编年摘录》时
，充分利用了德国历史学家施洛塞尔的十八卷本的《世界史》，还利用了博塔的《意大利人民史》、
科贝特的《英格兰和爱尔兰的新教改革史》、休谟的《英国史》、马基雅弗利的《佛罗伦萨史》、卡
拉姆津的《俄罗斯国家史》、塞居尔的《俄国和彼得大帝史》、格林的《英国人民史》，等等。马克
思的这部史学手稿虽然是编年摘录，但是内容极为丰富、具体，读起来并不感到枯燥，因为它的内容
都是历史上存在过的事实，其中许多事实在我国现有的史书中也是难以找到的。马克思在作摘录时并
不是简单地复述他所研读的著作文句。他是一面摘录，一面表达他对各种历史现象的认识、理解和评
述。这部手稿反映了马克思对世界史问题的大量研究工作。对于了解马克思的历史观点、他研究历史
的具体进程以及研究方法，提供了大量的材料。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的出版，将有助于我国史学工
作者深入了解马克思的科学工作方法和他的史学理论。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是根据苏联1938年
、1939年、1940年和1946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Ⅴ、Ⅵ、Ⅶ、Ⅶ卷翻译的。《历史学笔记
》的第一册笔记，按年代顺序是公元前1世纪到14世纪初，内容包括从罗马帝国初期到意大利封建制度
的形成的历史、欧洲各民族的历史、5世纪到12世纪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蒙古人、花刺子模人的历
史以及14世纪中叶以前的北欧和东欧诸国的历史。11世纪到13世纪是西方国家和东方国家历史中充满
极重要事件的时代，因此，由罗马天主教教会煽动的法、德、意、英封建主的十字军远征，在这本笔
记中占有相当篇幅。附录部分是马克思在作摘录时专门指出的博塔和施洛塞尔著作中的某些有关篇章
，读者可以对照阅读。借以加深对马克思手稿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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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历史学笔记》

内容概要

《历史学笔记》是马克思晚年所写的一部史学手稿，大概写于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共有四本笔
记本。马克思在这份手稿中按编年顺序摘录了公元前1世纪初至17世纪中叶世界各国，特别是欧洲各国
的政治历史事件。关于各民族经济发展史的材料，马克思在另外一些笔记本中做了专门的记述。马克
思逝世后，恩格斯在整理这份手稿时，给他加上了《编年摘录》这一标题。
马克思对世界史各种问题的研究在他的科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他把历史过程作为人类所创造的历
史的实际进程来研究，始终主张只有仔细研究具体的事实才能了解真正的历史。他一生阅读过许多历
史书籍，做了大量的提要和摘录，这副篇幅巨大的手稿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也是马克思生前写下的最
后一部史学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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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历史学笔记》

作者简介

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德语：Karl Heinrich Marx，1818年5月5日－1883年3月14日），早期在中国
被译为麦喀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犹太裔德国人，政治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革命
理论家、记者、历史学者、革命社会主义者。他的观点在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运动的发展中扮演的重
要的角色。他一生著述颇丰，主要著作有《共产党宣言》（1848年）、《资本论》（1867年–1894年
）等；他的一些著作是与其朋友，同为德国革命社会主义者弗雷德里希·恩格斯共同完成。

Page 4



《卡尔·马克思历史学笔记》

书籍目录

译者前言
第一册（约公元前91年-公元1320年）
从罗马帝国初期到东哥特人占领意大利（公元前91年-公元493年）
意大利东哥特人的国家（493-553年）
查理大帝以前 希腊人统治下的意大利（565-774年）
查理大帝执政时的意大利（768-814年）
意大利的封建制度
阿拉伯人统治的西西里（827-1070年）
从虔诚者路易到日耳曼人跑易死前的卡罗林王朝（814-876号）
拜占庭人（717-1034年）
日耳曼人路易死（876年）后的最后几代卡罗林王朝（876-911年）
法兰西的最后几代卡罗林王朝（888-1005年）
意大利（814-951年）
法兰西卡培王朝的前期（987-1067年）
孩子路易死（911年）后的德意志（和意大利）（911-1026年）
11世纪初期的意大利概况
诺曼人（8世纪末至1022年）
萨利人康拉德二世（1024-1039年）。勃艮第。匈牙利。与波兰和捷克的战争。向意大利进军。
亨利三世（1039-1056年）
从巴齐尔二世（976年）到亚历克修斯一世?康宁努斯（1081年）时期的拜占庭人
亨利三世在意大利（1043-1049年）
诺曼人在意大利和西西里（1036年-11世纪末）
亨利三世死（1056）后的伦巴第
从利奥九世到格雷哥里七世（从1048年起）的几位教皇
亨利四世（1056-1077年）
米兰的宗教斗争（1062-1076年）
亨利四世、罗伯特?吉斯卡尔和格雷哥里七世
⋯⋯
附录
第二册（1300-1470年）
第三册（1470-1580年）
第四册（约1580-16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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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日耳曼人路易死（876年）后的最后几代卡罗林王朝（876-911年）皇帝路易二世在巴齐尔一世的舰队
帮助下，从阿拉伯人手中夺走了巴里，但是在贝内文托，又成了贝内文托公爵阿德尔吉斯的俘虏，看
来后者曾答应要恢复贝内文托人在格里莫尔德时期所拥有的权利。这时，阿拉伯人的统治扩张到萨莱
诺。希腊人在路易二世死（875年）后不久，在阿德尔吉斯的帮助下侵占巴里。于是一场争夺皇位的斗
争开始了，因为路易没有留下子嗣。日耳曼人路易死于876年。这时教皇给秃头查理加冕为皇帝。在他
统治时期，那些公爵都从大法官和军事长官变成了自己领地的主宰。877年，秃头查理赶到意大利去帮
助受希腊人和阿拉伯人排挤的教皇约翰八世，但是，中途返回，因为他已得悉卡洛曼向他进攻。877
年10月，死于返回的路上。他的儿子继承他的皇位。口吃者路易：877-879年。被迫向诺曼人纳贡，承
认卡洛曼（巴伐利亚国王）为意大利国王。一些主教（在教皇约翰八世和帕维亚人博松公爵的挑唆下
）在多菲内平原举行宗教会议，决定建立一个独立的王国。他们把王位授予博松。于是建立了一个叫
做瞢罗旺斯的阿尔勒王国；后来的编年史作家把它称为阿尔勒和北汝拉山脉的勃艮第}阿尔勒王国包括
普罗旺斯、多菲内、朗格多克的一部分、{萨瓦和勃艮第}、里昂地区、弗朗施孔泰和洛桑地区。879
－880年 日耳曼人路易（二世）的三个儿子之一——巴伐利亚的卡洛曼于878年瘫痪，死于880年；只有
一个私生子，即卡林西亚的阿尔努尔夫公爵。882年 中德意志和北德意志国王路易三世，在他的将领
们遭到失败之后，击溃了诺曼人，死于882年，没有继承人。876－888年 胖子查理这位施瓦本公爵，曾
患精神错乱症，后来成了疯子。881年从教皇那里获得皇位，他在自己的兄弟死后，在口吃者路易的两
个儿子即路易三世和卡洛曼死后，把整个{卡罗林）国家统一在自己的权力之下。884年简单的查理[口
吃者路易的幸存的儿子]（884年，在路易三世和卡洛曼死后）（还不到登基的年龄）。比利牛斯的全
部土地都丢失了（卡罗林王朝的统治徒有其名）。多毛的伯恩哈德和他的儿子虔诚的威廉创建独立的
巴塞罗那侯国.阿基坦公爵和图卢兹伯爵同他们一样都成了（自己领地的）世袭统治者。根本没有想到
要赶走诺曼人。884年，法兰西贵族把王权转交给胖子查理。于是他成了德意志、法兰西和意大利的国
王。他的职责是使它们免遭诺曼人的侵略。在法兰西，博松把{自己的王国）转交给儿子路易（因为他
后来双目失明，故称瞎子路易）。883年 胖子查理到意大利去对付斯波莱托人圭多，把他赶走，其目
的是要立虔诚者路易的外孙弗留利的贝伦加尔一世为帝，但是不久这两个人又联合起来反对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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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卡尔·马克思历史学笔记》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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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晚年心血和哲学积累的精华，了解为人类的解放和命运倾注一生的人的思考。
2、该书相当于4本长篇小说的容量，确属于巨著。该书对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在于看到了马克思对于
哲学的目的和方法。以这样的架构——对全人类历史的审视——来建立的哲学，以这样的目光——对
全人类和全世界的关注——来创立的哲学，其高屋建瓴之势，令人难以忘怀！ 
3、缺乏一定历史基础，看起来有些吃力
4、该书相当于4本长篇小说的容量，确属于巨著。该书对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在于看到了马克思对于
哲学的目的和方法。以这样的架构——对全人类历史的审视——来建立的哲学，以这样的目光——对
全人类和全世界的关注——来创立的哲学，其高屋建瓴之势，令人难以忘怀！
5、《历史学笔记》通篇百多万字，可称浩瀚了，虽然内容庞杂，且以史料摘抄为主，读起来相对费
劲，但是这部著作价值依旧不容小觑。不过，这些并不能说明晚年的马克思没有陷入“慢性死亡”之
中，恰恰佐证了马克思晚年思想归于平庸，较之《资本论》时期大为退步的事实。实际马克思在研究
人类史发展规律的后期已经碰到了事实系统与价值系统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并深感自己在论述方面
难以为继的尴尬（见《资本论》三卷“规律”篇），转而将视野投向世界史特别是东方史既算自我调
整，也是对于革命热情成为泡影之后的兴趣转移。同样的，由于缺失了之前指导革命改换天地的大气
魄，《笔记》本身只能算是“无意识”之作也无由揭开资本积累的价值层面正当性之来由，再也无法
达到《资本论》的高度
6、很不错的历史书，非常珍贵的资料。
7、这本书，人大出版社不是读者来阅读的，是来让大家装门面的开本太大了，读起来太不方便。
8、淘宝：书加邮费共60元。奶奶呀，本来买纸本是当工具书查人名地名专名，这么一个16开四卷合订
本，力气活啊：手中电子版是红旗出版社1992年4卷本超星PDG(10305979-10305982)，超星那时还买椟
还珠，前言、后记不予收录。“朗朗书房”此版，译者前言中，恩格斯所加的标题“Chronologische
Auszüge”错拼成“Chronologiche Auszüge”。编译局当年英明地否决了季羡林的译作，似乎，这本
书的译校者也应在否决之列：译名不规范，语句犹有讹误。
9、这样的笔记，我看只有马克思本人才能看懂！为了读懂它，我还要深读西方史！
10、: �
A124/5523
11、没有收入全集之中，最是珍贵的遗作！
12、相当简略，类似随笔，只适合马克思本人。马克思的著作很明显，有的是给自己用的，有的是写
给读者用的，请大家分清。
13、纯粹的摘录，一笔流水账，用垃圾一词都是高配
14、大学低年级读的，只读到十字军N次东征。。
15、高三那年居然看过这么长的。。
16、就是摘录呢还是也有评论、评注？
17、好厚一本笔记，想到了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18、翻过，没有全读
19、书皮是硬壳的，到手，边边角角都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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