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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施穆科勒（1898-1938）是一位此前并未受到太多关注的德国马克思主义学者[1]。他的身份

包括德国共产党党员、文学评论家、哲学家、语言学家以及马克思早期著作研究专家。同时，作为《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版）》（简称MEGA1）的编辑者之一，他曾在大卫·梁赞诺夫的监督和

管理下从事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编辑和研究工作。MEGA1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梁赞诺夫个人的

首创精神和他与西欧学界的广泛联系。许多合作基本都是通过梁赞诺夫才得以达成，例如与此后建

立的法兰克福社会学研究所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的合作，以及与德国共产党内杰出的马克思主

义学者的联系等。梁赞诺夫的工作也是卡尔·施穆科勒去往莫斯科的原因。彼时施穆科勒是一位年

轻的哲学学者，他自诩为共产主义者和艺术评论家。在梁赞诺夫的请求以及法兰克福社会学研究所

的正式建议下，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将许多杰出的德国学者送往莫斯科，在马恩研究所展开工作。施

穆科勒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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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卡尔·施穆科勒（Karl Schmückle）是上世纪20年代从德国移民到苏联的参与MEGA1编辑的

学者之一。作为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的成员之一，直至1931年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剧变发生前，施

穆科勒都在大卫·梁赞诺夫的领导下从事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的编辑工作。施穆科勒参与编辑的作品包

括1844年之前的著作、《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本文将介绍施穆科勒在德国和苏联的学术，重

点探讨他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研究，据此展现他的理论抱负和学术贡献。同时，他身上也浓缩了那一代身

在苏联并极具创造性的德裔学者的学术生活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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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数不多的研究参见缪勒和施莱尔的著作。参见Müller, Reinhard 1991, Die Säuberung. Moskau 1936. Steno⁃
gramm einer geschlossenen Parteisammlung, Hamburg: Taschenbuch; Schleier, Hans 1982,“Karl Schmückles Auseinanderset⁃
zung mit dem bürgerlichen deutschen Historismus”, Jahrbuch für Geschichte：25，pp.305-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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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穆科勒的前莫斯科生涯

对施穆科勒的政治目标起到重大影响的事件大概有两个。第一个是：他在一战中受重伤，并被送

往德累斯顿；在这里，施穆科勒第一次接触到共产主义者的世界观。在他伤愈之后，他被送往乌尔

姆。当时，乌尔姆是德国仅次于波茨坦的第二大要塞城市。在这里，施穆科勒作为红军士兵的一员参

与了十一月革命（November Revolution）。1919年，他去往图宾根学习哲学和神学。在那里，他和费历

克斯·韦尔（Felix Weil）、海因里希·苏克德（Heinrich Süßkind）两人一起合作创建了学生社会主义者的

自由联合会。此后，费历克斯·韦尔在1923年创立了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而海因里希·苏克德则是

《红旗报》（Rote Fahne）的主编。学生联合会曾邀请了诸如克拉拉·蔡特金、威廉·缪齐伯格（Willi
Münzenberg）和埃德温·赫恩雷（Edwin Hoernle）等等演讲者。学生们还组织了一些政治哲学讲座，而

这直接引发了决定施穆科勒的政治意识形态路线的第二个关键事件。

在克拉拉·蔡特金的建议下，施穆科勒前往柏林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在那里参加了许

多社会民主主义教授的讲座，如海恩里希·库诺夫（Heinrich Cunow）、英格涅·加斯特罗（Ignaz Jas⁃
trow）、保尔·连施（Paul Lensch）、埃米尔·维·赫斯（Emil VerHees）和维尔纳·桑巴特等。此外，施穆科

勒还参加了古斯塔夫·迈耶尔（Gustav Mayer）组织的一个研究马恩早期著作的研讨班。古斯塔夫·迈

耶尔是最早一批研究德国工人历史的史学家之一。1921年，施穆科勒转到耶拿大学学习。这所大学

曾以德国唯心主义闻名，此后又以数理逻辑学著称。在这里，他参加了格哈德·科施勒（Gerhard Kes⁃
ler）和卡尔·柯尔施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讲座。1923年，施穆科勒参与了由费历克斯·韦尔资

助、理查德·佐尔格（Richard Sorge）组织的项目：第一届马克思主义学术讨论周。参与这个项目的人还

包括：贝拉·普罗加希（Bela Fogara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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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研究工作也同样致力于从后期马克思的视角出发来阐释马克思乌托邦思想的根源。

1923至1925年间，施穆科勒承担了多家共产主义报刊的编辑工作，例如《自由报》（Freiheit）、《贝

尔吉施人民之声》（Bergische Volksstimme）、《工人日报》（Arbeiter-Zeitung）、《红旗报》。1924年，德国

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期刊《共产国际》（Die Internationale）发表了施穆科勒写作的一篇评论文

章。这篇文章针对的是德波林的《战斗唯物主义者列宁》[1]。德波林在这本小册子里讨论的主要问题

是列宁1908年的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在当时这部著作尚未享有太广泛的知名度。施

穆科勒对德波林的哲学取向给予肯定性的评价。借此，他也表达了对德共内部一些理论趋向的批判

以及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倾向的批判。当时，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

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哲学和理论问题持轻视态度。施穆科勒在这篇文章中强调了德波林对于列宁主

义的贡献。他认为，德波林的理论研究对于从辩证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出发来理解哲学的基本问

题，如物质、意识、实践、空间、时间等，有很大裨益[2]。

施穆科勒和MEGA1

1925年，在大卫·梁赞诺夫的请求和法兰克福研究所的正式提议之下，德共领导人决定派遣施穆

科勒前往莫斯科的马恩研究所。施穆科勒在同年到达苏联，并在次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

克）。在大卫·梁赞诺夫的领导下，研究所计划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早期阶段开始的全部著作。得

益于此前关于乌托邦以及马克思早期著作的研究，施穆科勒自然成为了这个项目的不二人选。

梁赞诺夫于1917年回到俄罗斯，随后他就加入了布尔什维克。1918至1920年间，他活跃于工会

和其他政治组织中，在建立和指导国家档案馆方面他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直到1930年，他都担任

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正式成员。1918年，他曾提出一个提案，要求建立一个社会主义者的研究机

构，将全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联合起来。这个机构的中央领导者包括：伯克洛夫斯基（покровский）、
斯科拉科夫-斯捷潘诺夫（скворцов-степанов）、卢纳查尔斯基（Луначарский）、波格丹诺夫、布哈林、

德波林、梁赞诺夫[3]。1920年，苏俄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决定建立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由六个部分组成：科研部门、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展览馆和财务管理处[4]。

1924年召开的共产国际五大表达了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的迫切愿望。最终，马克思恩

格斯研究所建立起来并正式启动MEGA编撰项目[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1）计划分42卷出版，全部采用原文且不加删减。项目分成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预计出17卷，涵盖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部的哲学、经济学（除《资本论》外）、历史学和政治学

著作。第二部分由《资本论》以及与此相关联的一系列经济学手稿组成。第三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

通信。第四部分则是对全部人名和主题的索引[6]。由于有着充足的资金来源，以及梁赞诺夫广泛的国

际关系，研究会得以吸引了一大批杰出的马克思研究的学者，如贝卡洛夫（Бакалов）、崔贝尔

[1]Deborin, Avram 1924，“Lenin - voinstvujušcij materialist”, Pod Znameniem Marksizma：1，pp.10-28.
[2]Schmückle, Karl 2014, p.89.
[3]Rokitanskij, Jakov 1993（1992）,“Das tragische Schicksal von David Borisovic Rjazanov”in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

Forschung Neue Folge 1993. Marx-Engels-Forschung im historischen Spannungsfeld, edited by Carl-Erich-Vollgraf, Richard
Sperl, and Rolf Hecker, Hamburg: Argument, p.4.

[4]Schiller, Franz 1930,“Das Marx-Engels-Institut in Moskau”,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
bewegung, Fünfzehnter Jahrgang, p.420.

[5]Schmückle, Karl 2014, p.125.
[6]Rjazanov, David B. 2007（1927）,“Vorwort zur MEGA 1927”, UTOPIE kreativ: 206, pp.11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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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zóbel）、德波林、福克斯（Фокс）、豪伊杜（P. Hajdu）、考斯文（Косьен）、昆（Кун）、卢卡奇、鲁宾

（Рубин）、斯登（Стен）、斯特恩（Стерн）、维尔（Веллer）等等。当然，施穆科勒也包括在其中[1]。

在梁赞诺夫的管理下，研究所出版了第一部分的三卷，分别是：1927年的卷 I/1.1、1929年的卷 I/
1.2、1930年的卷 I/2，内容主要是马克思1844年以前的著作，包括信件和文件等。还出版了第三部分

的三卷，分别是：1929年的卷 III/1、1930年的卷 III/2、1930年的卷 III/3，内容主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4-1853年间、1854-1860年间以及 1861-1867年间的合著。在此期间，研究所还为第一部分的四

卷和第三部分的一卷做了准备，前者包括1932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收录于卷 I/5（1932）；马克思和

恩格斯从1846年2月起到1848年5月期间的著作，收录于卷 I/6（1932）；恩格斯自1844年至1846年间

的著作、《神圣家族》以及马克思在1844-1845年间的著作，收录于 I/3（1932）。后者包括马克思和恩格

斯在18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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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GA1成为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原初文本的最精确、最可靠的资源[1]。

1927年，施穆科勒在《红旗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MEGA1第一卷的评论文章。1933年，在《国际文

学》（Internationale Literatur）上，施穆科勒也发表了一篇题为《青年马克思与资产阶级社会》（Der junge
Marx und di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的文章。这两篇文章指出，文本的精确性不仅能够使我们对于马

克思和恩格斯转向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过程有一个更好的理解，而且能够防止来自当代资产阶级阵

营的反马克思主义批评者对马克思进行的歪曲和篡改。在这里，施穆科勒显然针对的是：奥托·鲍威

尔、亚瑟·罗森贝格（Arthur Rosenberg）、西格弗里德·兰茨胡特（Siegfried Landshut）、雅各布·梅耶尔

（Jacob Mayer）以及亨里克·德曼（Hendrik de Man）。他认为，这些人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歪曲成自由主

义倾向的机会主义者、资产阶级内部的革命家[2]。资产阶级出于反社会主义目的，总是试图去利用马

恩早期发展中的黑格尔主义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 早期发展中 早期发展中 早期发展中 早期发展中 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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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看，（卢卡奇）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这场清洗中，几乎所有杰出的学者都离开了研究所。

因此，瓦迪斯瓦夫·赫德勒（Wladislaw Hedeler）应邀草拟一份新的候选学者名单。尽管如此，研究所以

及MEGA1的编撰工作本身还是得到了延续，直到1930年代后期第二波清洗浪潮的再度袭来，也就是

著名的莫斯科公审（Московские процессы）。
1931年，施穆科勒从研究所除名之后不久，他就开始在各大政治和文学报刊工作。1931到1934

年间，他为《德意志中央日报》（Deut》（》（》（Bcsr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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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施穆科勒与苏联 MEGA1 编辑工作

2017/1江苏社会科学· ·

被调查的对象之一。

当时在媒体阵线，也开展了大规模的针对反苏联阴谋集团的活动。受此影响，1936年8月27日，

《文学公报》（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首先宣称施穆科勒是一个托洛斯基派分子。此后两天，《德意志中

央日报》也宣称他是一个叛徒。在匈牙利作家亚历山大·鲍尔托（Alexandra Barta）的主持下，18位作家

以及3位政府官员于1936年9月4日至9日举行了一个党内会议，目的是侦查出党内的敌人，主要包

括苏联科学界、哲学界和文学界的托洛斯基分子和“左倾”分子。参会的成员有：米歇尔·阿尔派丁

（Michael Alpetin）、朱丽叶·安年柯夫（Юлия Анненкова）、约翰森·贝彻（Johannes Becher）、维利·卜雷

德（Willi Bredel）、艾玛·东伯格（Emma Dornberger）、恩斯特·法拉比（Ernst Fabri）、安道尔·佳博（Andor
Gábor）、汉斯·君特尔（Hans Günther）、胡果·于佩尔（Hugo Huppert）、皮特·卡斯特（Peter Kast）、阿尔弗

雷德·库瑞拉（Alfred Kurella）、格奥尔格·卢卡奇、海因里希·梅耶尔（Heinrich Meyer）、恩斯特·沃特华

德（Ernst Ottwalt）、古斯塔夫·雷格勒（Gustav Regler）、古斯塔夫·冯·万根海姆（Gustav von Wangen⁃
heim）、埃里奇·温内尔（Erich Weiner）、弗里德里希·沃尔夫（Friedrich Wolf）、海因里希·维埃茨克

（Heinrich Wiatrek）。
这些成员中，安年柯夫（Анненкова）和法夫里（Fabri）曾和施穆科勒一起在《德意志中央日报》工

作，比彻（Becher）则是他在《世界文学》任编辑时的亲密同事之一，布雷德尔（Bredel）也从《语词》杂志

上对他有所了解。布雷德尔曾抱怨施穆科勒和他的合作者掩盖了他的权威，他也曾责备施穆科勒忽

视他的位置。相反，比彻、安年柯夫和法夫里则对施穆科勒的工作成果大为赞赏。此外，格奥尔格·卢

卡奇则宣称施穆科勒是“党的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