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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851年的伦敦世界博览会是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人类文明交流，引发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

新思考，产生了一些新思想、新观念。马克思、恩格斯以敏锐的眼光看到了伦敦世博会的重要意义、所蕴藏

的历史启示以及对人类文明的引领功能。他们坚决反对维利希、金克尔等为代表的极端政治流亡者以革

命为儿戏，鼓吹暗杀与暴动。伦敦世博会后，马克思、恩格斯实现了从准备再次发动革命到为未来革命积

蓄力量的策略转变。马克思认识到，当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在蓬勃发展的时候，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

命。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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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Engels and the London World Ex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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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London Wodd Expo in 1 85 1 was the first large—scale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civilization exchange．can—

sing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ary teachers’new ponder and bringing about some new ideas and new concepts．Marx and En-

gels saw the London World Expo with keen eyes，including it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and the hidden historical enlightenment

[IS well as the leading function of human civilization．They firmly opposed Willich，Kinkel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extreme

political exiles to take revolution as a trifling matter and advocate the assassination and the riots．After the London World Ex-

130，Marx and Engels achieved the revolutionary tactics transformation from preparation to launch another revolution to the say-

ings for the future strength of the revolution．Marx realized that there is not any real revolution during the bourgeois society’8

productive forces vigorous development．The new revolution only Can occur after the new crisis．

Key words：Marx；Engels；the London World Expo；political exiles；revolutionary tactics

1851年在英国伦敦举行的首届世界博览会

影响十分巨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对此也

十分关注，有过一些重要的论述，这些论述在马

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长期以

来，一直未受应有的关注。相关的文章仅有牛俊

伟的《从展品遇见未来：马克思恩格斯眼中的世

博会》①以及吴海勇的《恩格斯信中的世博愿

景》②。这两篇文章均描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

伦敦世博会的看法，在学术界填补了一个空白，

但对两位革命导师在世博会前后的策略转变以

①《中国社会科学报}20LO年5月13日。

②《党史信息报}2010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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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这一转变与世博会的关系基本没有提及，而且

没有正式的资料出处。笔者试图在前面两文的

基础上，将相关研究再推进一步。

众所周知，自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大

陆上工人阶级所有的党组织和党的机关报刊都

被暴力的铁腕所摧毁”④，马克思被迫迁居英国

伦敦，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继续指导世界共产

主义运动。伦敦是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政治

移民的中心，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有

200多万居民，是世界工厂的首都，对考察英国

乃至世界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英

国是资产阶级世界的缔造者”，是世界资本主义

社会的心脏②。而发端于英国的工业革命使世

界获得了新的动力，整个19世纪曾被人们称作

“英国世纪”。1846—1847年，特别是1849年英

国工业的生产力比1843—1845年又有了增长。

“1850年英国生产了全世界60．2％的煤、50．9％

的铁，加工了世界46．1％的棉花。”④至1851年

召开首届世博会时英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

住在城市里。

马克思在1850年写道：“在最近两年中，大

陆上总是忙于革命、反革命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

无休止的舌战，而工业发达的英国干的完全是另

一种事情：繁荣经济。在这里，1845年秋季按时

爆发的商业危机曾经两次中断，一次是在1846

年初，由于议会通过自由贸易的决定；一次是在

1848年初，由于二月革命。⋯⋯二月革命一度

使大陆工业几乎完全停顿，这就帮助英国人轻易

地度过了危机的一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促进了

海外市场存货的倾销，并且使1849年春季的工

业新高涨成为可能。这种高涨——其实它也涉

及一大部分大陆工业——最近三个月来竞达到

了很高的水平。”④

1851年5月1日万国工业产品博览会即首

届世博会在英国伦敦海德公园拉开了帷幕，1．4

万家厂商参展，参加开幕式的就有50多万人，吸

引了众人的目光。恩格斯说：“从《泰晤士报》来

看，伦敦现在的景象一定很可怕。因为它应该已

经完全被鞑靼人、法国人、俄国人和其他野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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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占领。此外，还可能增添来自世界各地的暗探

队，甚至还有普鲁士宪兵，至于将在6月来看大

博览会和大人物的德国民主派朋友奥脱堡之流，

还不计算在内。”恩格斯不无忧虑地对马克思说：

“要注意，人家会派人带介绍信和不带介绍信去

找你”，送来麻烦⑨。5月3日，马克思在伦敦致

恩格斯的回信中说：“这里唐集了各色各样的人。

我不认为这使我有任何负担。⋯⋯整个这一星

期图书馆关门。⋯⋯下星期我将到图书馆里认

真寻找你批判路·勃郎所需要的材料。”⑨5月9

日，恩格斯在致马克思信中提到，“来参观博览会

的人到现在还没有来打扰你，我很高兴。他们已

经把我包围起来了。”(z)9月1日，恩格斯在致马

克思信中抱怨：“我的弟弟(你认识他)要从伦敦

到这里来，更不知道要对我的工作将妨碍多久。

该死的展览会!”⑧

马克思在伦敦聚精会神地进行革命理论的

研究，但这并不等于他对伦敦世博会漠不关心。

1851年5月21日，他在给恩格斯信中说：“我现

在每天从早上十点钟到晚上七点钟总是在图书

馆里；我把参观工业博览会一事延迟到你来的时

候再说。”(2)信纸上有“一八五一年大工业展览会

用的宫殿”图。马克思与恩格斯常来常往，这年

4月20q6日马克思住曼彻斯特恩格斯处。
1851年6月7—8日前后，恩格斯住在伦敦马克

思处。这样看来，如果两位革命导师确实参观过

世博会的话，那只能在6月7或8日。不过他们

是否实地参观过世博会是个尚需考证的问题。

与芸芸众生涌向伦敦世博会看热闹不同，马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603页。

(争马克思：《时评。1850年5—10月》，《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95-596

页。

③王振华：《英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版，第208页。

(D马克思：《时评。1850年1_2月》，《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第10卷，第274页。

⑤⑥⑦⑧⑨恩格斯致马克思信(1851年5月1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258--259、261—_263、272、352、292页。

万方数据



·马克思、恩格斯与伦敦世界博览会·

克思以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特有的敏锐的眼光看

到了伦敦世博会的重要意义以及它所蕴藏的东

西。在伦敦世博会开幕前马克思就指出：由于

1851年将举办大型工业博览会等原因，英国的

工业将会更加繁荣。他说：“在1849年，当整个

大陆还醉心于革命的时候，英国资产阶级就以令

人赞赏的冷静宣布举办这个博览会。它举办这

个博览会，就是要把它从法国到中国的所有仆从

召集到一起，来一次重大的考核，让他们在这次

考核中表明，他们如何利用了自己的时间；就连

万能的俄国沙皇也不得不命令他的臣下多派些

人参加这次重大的考核。这次产品和生产者的

全世界大会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不论是给我们

大陆民主主义庸人添了不少麻烦的布雷根茨和

华沙的君主会议，不论是形形色色的在异国的临

时政府为了拯救人类而一再策划的欧洲民主主

义者大会，都是根本不能与之相比的。这个博览

会令人信服地证明了集中起来的力量的意义，现

代大工业以这种集中的力量到处打破民族的藩

篱，逐渐消除生产、社会关系、每个民族的民族性

方面的地方性特点。正当现代资产阶级关系已

经在各方面遭到破坏的时候，博览会在一个不大

的空间密密麻麻地展出现代工业积累起来的全

部生产力，这同时也就是展示在这动荡不定的社

会的深层已经创造了的和正在一天天创造出来

的建设新社会的物质。世界资产阶级以这个博

览会在现代的罗马建立起自己的百神庙，洋洋自

得地把它自己创造的众神供奉在这里。”①在这

里马克思第一次明确指出了世博会集中展示现

代工业的生产力，在打破民族的藩篱，逐渐消除

生产、社会关系、每个民族的民族性方面的地方

性特点上的巨大作用，换言之，世博会是有利于

加强国际合作，推动全世界生产、科技与社会经

济发展的。

“1851年在伦敦召开的第一届世界博览会

向全世界展示了英国工业化的成果，并宣告英国

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化国家。”②马克思注

意到英国博耳——瓦特公司在伦敦世博会上展

出了当时远洋轮船使用的最大的蒸汽机。后来

他在写作《资本论》第一卷时还专门提到此事。

一个法国人在参观了伦敦世博会后说：“像英国

这样一个贵族国家却成功养活了它的人民；而法

国，一个民主的国家，却只会为贵族进行生

产。”⑧在马克思看来，伦敦世博会虽是英国强大

国力的空前展示，也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经济政治

发展不平衡规律开始在起作用。人们从马克思

关于世博会相关的一些评论中可以领会到这一

点。

1851年底1852年初，马克思在《路易·波

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虽然法国的资产

者所具有的‘才能、知识、洞察力和智力源泉’越

不出他们自己的鼻尖，但是他们在伦敦工业博览

会整个会期内总能用鼻‘子触到自己的商业情况

不利的原因吧。当法国工厂关闭的时候，英国爆

发了商业破产。⋯⋯不同点只在于法国发生的

是工业危机，而英国发生的则是商业危机；法国

是工厂关闭，而英国则是生产扩大，不过是在不

如前几年那样顺利的条件下扩大的；在法国，受

打击最重的是出口，在英国是进口。⋯⋯这一方

面是由于当时法国工业已经经受不住英国人的

竞争而被排挤出所有的市场，另一方面是由于法

国工业是奢侈品工业，每当出现商业的停滞，它

都首当其冲。”(垒)

关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后期之秀美国，马克思

有一些精彩的评论。1850年他在一篇时评中认

为，“美国最大的事件，比二月革命更重要的事

件，是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仅仅过了差不多

18个月，现在就已经可以预料到，这一发现带来

的后果甚至将比美洲大陆的发现还要大得多。

⋯⋯从发现加利福尼亚金矿到现在，仅仅过了

18个月，美国佬就已经着手修建铁路、宽阔的国

家公路，开凿以墨西哥湾为起点的运河；从纽约

到查格雷斯，从巴拿马到圣弗朗西斯科已经有轮

船定期航班；太平洋的贸易已经集中在巴拿马，

绕道合恩角的航线已经过时。一条跨越30个纬

①马克思：《时评。1850年5—10月》，《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第10卷，第585--586页。

②③唐晋主编：《大国崛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版，第156、167页。

④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1l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3—

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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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海岸是世界上最美丽最富饶的海岸之一，以

前几乎荒无人迹，现在正迅速地变成一个富足的

文明区域”①。伦敦世博会的展示结果进一步显

示了美国后来居上的强大趋势。5048个美国企

业家为伦敦世博会带来了500多项产品，其中麦

考密克收割机等农场设备更是夺人眼球，好评如

潮。1851年10月13日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

中说：“英国人承认，美国人在工业博览会上得了

头奖，并且在各方面战胜了他们。一、古塔波胶。

有新的原料和新的品种。二、武器。有左轮手

枪。三、机器。有收割机、播种机和缝纫机。四、

第一次广泛采用银版照相术。五、船舶方面，快

艇。最后，为了表昵美国人也能够供给奢侈品，

他们陈列了加利福尼亚金矿的一大块金子和用

纯金制成的一套餐具。”②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

伦敦世博会是体现人类文明进步的窗口，显示了

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已经开始从英国向美国转

移，两年后美国纽约接办了第二届世博会。

伦敦世博会对人类文明的引领功能是双向

互动的，它一方面号召世界各地向英国学习，另

一方面也反过来给英国本身带来了极大的变化。

1851年lo月伦敦世博会结束后，英国出版了

《各国的工业》，详细介绍了此次展览会的盛况。

1860年前后，英国达到了极盛时期的顶峰。“但

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

英国从19世纪70年代起逐步丧失其在世界上

的工业优势地位。⋯⋯80年代，美国的工业产

值已超过英国。”④1892年恩格斯在为《社会主

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写英文版导言时指出，

“1851年的博览会给英国这个岛国敲响了丧钟。

英国在饮食、风尚和观念方面逐渐变得国际化

了”，“从那时以来，英国已经‘开化’了”④。

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认为：“资本主义

在全球获得胜利的时代，是以宏伟全新的自我庆

祝仪式揭开序幕，亦即‘万国博览会”’，包括伦

敦水晶宫在内的“每一次展览都在一个宏伟的纪

念宫中举行，隆重地展示其财富增加和技术进

步，⋯⋯吸引来众多的国内外观众”⑨。伦敦世

博会是人类历史上的“嘉年华”与“狂欢节”，在
88

尽情展示人类创造的最新文明成果的同时，营造

出一种欢乐与喜庆的气氛，极大满足了人们文化

消费的需求，自然对各色人等产生了极大的吸引

力，在164天里参观人数达630万人次，其中不

少是德国人。照马克思的说法，“工业博览会在

流亡者的生活中开辟了一个纪元。在这个夏季

德国的庸人们像潮水一般地涌到了伦敦；德国庸

人在巨大的、喧闹的水晶宫里，以及在更加巨大

得多的、隆隆作响的、嘈杂的和人声鼎沸的伦敦

感到很不舒服；当他们经过整天劳苦汗流浃背地

完成了参观博览会和其他名胜这一任务之后，便

到谢特奈尔的哈瑙饭店或哥林格尔的星星饭店

里去休息，在这里那才是杯中乐融融，烟雾腾腾

起，一片酒店政治的气氛。在这里，‘整个祖国都

聚到一起’，况且还可以免费观看德国头号大人

物。他们也坐在这里，有议会议员、议院代表、统

帅、1848年到1849年这段美好时期里的俱乐部

演说家，他们像其他人那样吞云吐雾，日复一日

地在公众面前以不可动摇的尊严议论着祖国的

最高利益。在这里，德国小市民，只要不吝惜几

瓶极廉价的酒，那就能详细地得知欧洲各国内阁

的最秘密的会议上所发生的一切。在这里可以

准时地得知什么时候‘开始冲击’。于是人们便

一瓶又一瓶地冲击起来，各种派别的人虽然已经

步履蹒跚，但是带着他们已为拯救祖国尽了自己

一份力量这种令人鼓舞的意识回家去了。流亡

者们在有支付能力的庸人大批来到伦敦的这段

时期里酒喝得比任何时候都多，而花费则比任何

时候都少。流亡者的真正的组织就是这个在锡

仑—谢特奈尔的庇护下设在朗一埃克街上的靠

博览会兴旺发达的酒店组织。真正的中央委员

会经常在这里开会。其他一切委员会、组织、党

的机构都纯粹是这个真正德国懒汉酒馆的常客

①马克思：《时评。1850年1q月》，《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第10卷，第275—27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380页。

③王振华：《英国》，第208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701页。

⑤(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张晓华等译：《资本

的时代》，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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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骗人幌子和爱国主义的小摆设。”①

世博会期间来伦敦参观的外国人当然不只

是德国人，还有匈牙利等国人。1851年2月5日

恩格斯在致马克思信中通报说：“前几天我在这

里碰见一个愚蠢的匈牙利亡命者，从他那里知

道，这一类高尚的人利用大型博览会的机会又喋

喋不休地宣扬暗杀和暴动的密谋计划。我觉得

好象从这种喊叫中听到了伦敦暴徒——维利希

和巴特尔米的英雄声音。不过，总是躲不开这帮

无赖。’’②

恩格斯信中提到的维利希是共产主义者同

盟成员，1849年曾经领导志愿部队在德国同普

鲁士反动军队作战。同年7月起义被镇压后，他

流亡英国，反对马克思的长期积聚力量而不是应

当准备马上进行一次革命的新策略。维利希空

谈革命，鼓吹冒险盲动，将革命视为儿戏，企图促

使同盟过早地发动新的起义马上夺取政权，严重

脱离群众，脱离现实，给工人运动带来损害，实际

上反映了德国革命失败后不堪流亡之苦急于返

回祖国的小资产阶级政治流亡者的观点。1850

年9月他另立中央，11月被清除出共产主义者

同盟。1851年4月，维利希大病了3个星期，不

能出门。5月初，他在伦敦遇着班贝尔格尔时

称：“革命正在大大地向前进展。特别是在伦敦

这里，我们很活跃。成立了两个新的分支。”⑨恩

格斯绝不相信维利希等人的破坏阴谋能够得逞，

1851年5月6日他在致马克思信中说：“我从内

心深信，维利希之流现在正在酝酿一项在博览会

期间使英国革命化的伟大计划，不过他们连指头

也不会动一下，这也是无疑的。这种事情还会再

有的!”④

世博会期间在伦敦的还有德国小资产阶级

的重要代表人物哥特弗里德·金克尔，此人同维

利希为代表的流亡者的极端派有所交往。他有

时扮演成德国革命的受难者，在伦敦夸夸其谈，

叫嚷革命的词句。他与维利希等人认为，“革命

即将来临，而他们当然要作好准备。”⑨

金克尔有时不耻于四处奔走，奴颜婢膝地向

德国政府献媚，污蔑、攻击无产阶级的革命者。

他还到德国商人的家里去，“刊登夸大其词的广

告，进行诈骗，到处纠缠，对这些公众卑躬屈节。

可是，大功到底告成了。哥特弗里德心满意足地

陶醉于自己的荣耀，在水晶宫的大镜子里欣赏自

己的映像，可以说，他感到非常舒畅。”⑥“水晶

宫”即伦敦世博会主会场，大镜子是“水晶宫”中

一重要展品，均预示着人类建造史上“玻璃时

代”的到来。金克尔对水晶宫的大镜子情有独

钟，印象深刻。他在《宇宙》上发表的一篇关于

工业博览会的文章承认，最使他惊讶的是挂在水

晶宫里的一面大镜子。马克思评论说，金克尔是

“一个想象力大大超过理性的人，⋯⋯对他来说，

客观世界已化为一面镜子，而主观世界则化为一

句空话。”④马克思在另一篇文章中再次从哲学

角度对金克尔与伦敦世博会大镜子之关系作了

诠释：“金克尔随着他认定的民众风向，忽而出现

在前面，忽而躲在后面，忽而着手某项事业，忽而

又把它抛弃。在为短命的《宇宙》写的一篇文章

里，他特别赞赏水晶宫里展出的一面大镜子。由

此您可以看到这么一个人：镜子是他的生命的要

素。他首先实质上是个演员。”他既要“保证自

己享受资产阶级的现在，又能保证自己享有对革

命的未来的权利。”马克思预言金克尔也会“遭

到无法挽救的彻底惨败的下场”⑧。

尽管马克思在伦敦的生活十分窘迫，经常被

一些债权人催逼还债，有时因无法及时交纳房租

被房东搬走家具赶出房门，有时“因无裤子和鞋

子而被禁在家里，他的一家人过去和现在每分钟

都受到确实极端贫困的威胁”⑨。1850年11月

9 H他1岁的儿子格维多患肺炎，因为营养不

①马克思、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十二》，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第377q78页。
②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201、267页。

③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262—

263页。

⑤⑧马克思：《1851年夏在伦敦的德国小资产阶级

流亡者情况概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l卷，第

119、118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四》，《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第ll卷，第317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十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第376q77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

年版，第5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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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体质太差不幸夭折。1851年7月31日马克

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坦承：“我已被我的处境弄

得筋疲力尽。⋯⋯不可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

⋯⋯在家里，由于一切总是处于紧急状态，并且

流不尽眼泪使我整夜烦恼和生气，自然干不了多

少事情。我感到对不起我的妻子。主要的负担

都落在她的身上。”①伦敦世博会结束不久，灾难

再次降临马克思一家头上，1852年4月14日，马

克思1岁的小女儿佛兰契斯卡病死。在得到一

法国流亡者两英镑的接济后，才付清了买小棺材

的钱。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位革命导师从一贯

反对盲动主义的立场出发，坚决反对任何极左派

针对世博会的恐怖行为，哪怕它打着革命的旗

号。恩格斯在世博会召开期间写给马克思的一

封信中说：“至于他们想使我们不能在德国居留，

就让他们去得到这种满足吧!他们不可能把《新

莱茵报》、(共产党)《宣言》以及类似的东西从历

史上一笔勾销，他们的一切号叫也无济于事。在

德国能够对我们发生威胁的人只有暗杀者，可是

自从哥特沙克死后，在德国没有哪个人有派遣这

种人来对付我们的勇气。⋯⋯要知道，民主的、

红色的、甚至共产主义的暴徒是永远不会喜欢我

们的。”㈤笔者理解恩格斯在这里表达了对打着

民主主义的、红色的、甚至于共产主义旗号的盲

动主义的极度愤怒与鄙视。早在1846年马克思

在与德国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理论家、鼓动家魏特

林的论战中就明确反对对方“幻想依靠乞丐、罪

犯、强盗等流氓无产者”密谋暴动“推翻旧的统

治”⑨。因此恩格斯在这封信中的观点与马克思

是完全一致的。

1852年，马克思在论及包括金克尔在内的

1848年革命失败后德国的一些“大人物”时认

为，“大陆上的政治发展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引

到了伦敦，于是伦敦便成了他们的欧洲中心。不

言而喻，在这种形势下，这些世界的解放者必须

干出点什么事情，发动点什么事情，好使公众日

复一日地重新想起他们的存在。必须不惜任何

代价来防止产生这种印象，似乎世界历史不靠这

些强者的帮助也能前进。这堆人类渣滓越是由

于自身的无能和受现存条件所限不能完成任何
90

实际工作，他们就越是需要积极地从事毫无益处

的表面活动，这种活动的参加者总是非常夸张地

宣扬想象的活动、想象的政党、想象的战斗和想

象的利益。这些人越是没有能力真正唤起新的

革命，他们就越是不得不只在想象中实现这个未

来的可能性，老早就分好位置，并且预先尝了尝

当权的滋味。”@在这段话中马克思旗帜鲜明，对

极左派的愤怒跃然纸上，直接指斥他们为无能的

“人类渣滓”，从事的只是些“毫无益处的表面活

动”，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名为革命，实为给革命

抹黑。

历史的发展证实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预

言，长达半年的伦敦世博会有惊无险，没有发生

任何暗杀和恐怖事件。

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流氓无产阶级

“左”倾盲动是有坚实理论基础的。

毋庸讳言，在伦敦世博会前后，马克思一度

过高地估计了当时的革命形势。在伦敦世博会

召开之前，马克思在高度评价世博会现实意义的

同时，又认为当“资产阶级庆祝它的这个无比盛

大的节日的时候，正是它的整个威严面临垮台的

时候，这次垮台将比以往更加明显地向它证明，

它所创造的力量已经如何摆脱它的控制。或许

将来在一次博览会上，资产者不再作为这种生产

力的所有者出现，而仅仅作为这种生产力的导游

者出现。”⑨他预言：“目前即将爆发的商业危机，

就其影响来说，比以往任何一次都会严重得多。

商业危机将同从英国废除谷物税时起就已经开

始，并且由于最近丰收而愈益严重的农业危机一

起爆发。英国第一次同时经受工业危机和农业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312页。

②恩格斯致马克思信(1851年5月9日)，《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272页。

③转引自吴海勇：《恩格斯信中的世博愿景》，《党史

信息报)2010年4月7日。

④马克思、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四》，《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第318页。

⑤马克思：《时评。1850年5—10月》，《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第lO卷，第585_5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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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英国的双重危机，由于大陆即将同时发生

动荡而变得更迅猛、更广泛和更危险，大陆的革

命，则由于英国危机对世界市场的冲击而会具有

比以往更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马克思认为，危

机会导致议会改革“为无产阶级打开议会的大

门，把无产阶级的要求提到下院的议事日程上

去，并使英国卷入欧洲革命”④。

但是日后的历史行程并没有完全按照马克

思设想的路径前进。1851年底1852年初，马克

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一方面指

出：“1849年和1850年是物质大繁荣和过度生

产的两个年头，这种过度生产本身直到1851年

才显露出来。这年年初，过度生产因工业博览会

即将举行而特别加重了。”另一方面他也承认，

1851年的危机是“表面上的”，“无非是在过度生

产与过度投机还未用尽所有力量疯狂地跑过工

业循环的最后阶段并重新回到自己的出发

点——即回到普遍的商业危机去以前，在工业循

环中经常与它们相伴而生的一种停顿”(星)。实际

上马克思在1850年底已经意识到：“在这种普遍

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

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

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

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

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一

切想阻止资产阶级发展的反动企图都会像民主

派的一切道义上的愤懑和热情的宣言一样，必然

会被这个基础碰得粉碎。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

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④马克思当时认为，1848

年到1849年的革命时代已经结束，因此共产主

义同盟的策略应转变为为未来革命积蓄力量。

他坚决反对任何玩弄革命的做法。事实上席卷

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一直到1857年才

爆发。

1851年的伦敦世博会是历史上首次大规模

的人类文明交流，具有直观性、整体性的特点。

由此也引发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新思考，产生

了一些新思想、新观念，包括列宁所说“要求人们

善于在似乎是‘以和平方式’准备着新革命的新

阶段进行工作”④。世博会前后马克思、恩格斯

的一系列有关论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

理，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对于指导日

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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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时评。1850年3_4月》，《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第lO卷，第3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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