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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民出版社是党的第一家出版机构，始创于1921年9月，重建于1950年12月，伴随着党的历史、新中国
的发展、改革开放的巨变一路走来，成为新中国出版业的见证和缩影!“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底
迟速”，这十四个大字就赫然写在人民出版社创设通告上，成为办社宗旨。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出版宗旨的表述也许有所不同，但宗旨的精髓却始终未变!无论是在传播马列、宣
传真理方面，还是在繁荣学术、探索未来方面，人民版图书都秉承这一宗旨。
几十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大批为世人所公认的精品力作。
有的图书眼光犀利，独具卓识；有的图书取材宏富，考索赅博；有的图书大题小做，简明精悍。
它们引领着当时的思想、理论、学术潮流，一版再版，不仅在当时享誉图书界，即使在今天，仍然具
有重要影响。
为挖掘人民出版社蕴藏的丰富出版资源，在广泛征求相关专家学者和老一辈出版家意见的基础上，我
社决定从历年出版的2万多种作品中(包括我社副牌东方出版社和曾作为我社副牌的三联书店出版的图
书)，披沙拣金，精选出一批在当时产生过历史作用，在当下仍具思想性、原创性、学术性以及珍贵史
料价值的优秀作品，汇聚成《人民文库》，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收藏需求，积累传承优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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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卡尔·考茨基（1854——1938）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重要领袖和理论家。
1854年10月16日生于布拉格，1874年进入维也纳大学学习哲学，1875年1月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
，1880年迁居苏黎世。
从事研究工作并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
1881年3月在伦敦会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后转向马克思主义。
1883年在斯图加特创办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担任主编至1917年。
1885年侨居伦敦。
1890年回到德国，参加起草德国社会民主党1891年爱尔福特纲领，成为党的重要领袖和理论家。
曾多次参加第二国际代表大会并发挥重要作用。
1910年起转向中派主义，提出“超帝国主义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和平主义立场。
1917年参与创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
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社会化委员会主席。
1921年联合各国中派成立第二半国际。
1922年促成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右翼社会民主党合并。
1924年迁居维也纳。
1938年为躲避纳粹迫害逃到布拉格，不久又逃到荷兰，同年10月17日卒于阿姆斯特丹。
　　考茨基一生勤于写作，著述颇丰，涉及面甚广。
本书只收录了其直接与社会主义理论有关且较具代表性的著作。
所收的11篇著作均按时间顺序排列，以反映考茨基一生不同时期的思想轨迹。
　　《爱尔福特纲领解说》发表于1892年，是考茨基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党纲原则部分所作的阐释，是
他在这一时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之一。
因篇幅较长，本书只节选了第五章《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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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奥)卡尔·考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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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出版说明编者说明爱尔福特纲领解说（摘录）　第五章　阶级斗争    第一节　社会主义和有产阶级    
第二节　佣人和仆人    第三节　流氓无产阶级    第四节　工资无产阶级的出现    第五节　工资无产阶
级的增长    第六节　使无产阶级上升的趋势和使无产阶级下降的趋势之间的斗争    第七节　慈善事业
和劳动保护立法    第八节　工会运动    第九节　政治斗争    第十节　工人党    第十一节　工人运动和社
会主义    第十二节　社会民主主义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    第十三节　社会民主主义的国际性   
第十四节　社会民主党与人民在国际社会党巴黎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关于夺取社会权力问题的决议草案
社会党代表大会和社会党员部长疑问的社会主义对抗科学的社会主义斯拉夫人和革命社会革命　一、
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    1．社会革命的概念    2．演进与革命    3．古代和中世纪的革命    4．资本主义时
期的社会革命    5．阶级矛盾的缓和    6．民主    7．社会革命的形式和武器  二、社会革命后的日子    1
．任务的限度    2．剥削者的被剥夺    3．没收还是赎买?      4．吸收工人参加劳动    5．提高生产    6．再
生产过程的组织    7．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残余    8．精神生产“    9．无产阶级统治的心理前提取得政权
的道路（关于长入革命的政论）　一、夺取政权　二、革命的预言　三、长入未来的国家　四、经济
发展和意志　五、既非不惜任何代价的革命，也非不惜任何代价的合法性　六、革命因素的增长　⋯
⋯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战争（摘录）无产阶级专政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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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迅速而没有痛苦地到来。
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能够成为更自觉和更合目的的斗争，这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任务。
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作进一步的阐明，因为本书就是完全以他们的学说为基
础的，它不外是这个学说的阐述和通俗化。
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由于这个学说而取得了新的性质。
只要社会主义生产还没有成为已被认清的目标，只要战斗的无产阶级的志向还没有超出现存生产方式
的范围，阶级斗争似乎就离不开原地，在一个死圈子里打转，而无产阶级为争取比较满意的生活所作
的努力，看来也是徒劳的。
要知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无产阶级下降的趋势，并没有因阶级斗争及其结果而完全消失，至多不
过是减弱了一点而已。
社会上的一些中间阶层不断地无产阶级化；劳动者阶级中的个别成员和整个阶层经常被打人流氓无产
阶级的行列；资本家追逐利润的贪欲，仍然威胁着工人阶级中处境较好的阶层所获得的一切成果。
劳动时间的每一次缩短(不论这是由经济斗争取得的，还是由政治斗争取得的)，都引起资本家采用节 
省劳动的机器和进一步加强劳动强度，工人组织的每次改善，资本家也用改善自己的组织等等其他办
法来回答。
此外，失业越来越多，危机更加广泛和深重，生活日益没有保证和日益痛苦。
阶级斗争带来的工人阶级的提高，与其说具有经济的意义，毋宁说具有精神的意义。
无产阶级的经济境况，由于阶级斗争及其结果，一般只有缓慢而微小的改善(如果有所改善的话)；但
是，无产阶级的自尊心却提高了，社会上的其他阶级对他们的尊敬，也随着增进了。
无产者开始感到自己同上层阶级平等，并拿自己的命运与这些阶级对比。
他们对自己本身，以及对自己的居住和衣着，对自己的知识，对子女的教育等等，提出更多的要求。
这就是说，他们也要求享有一分文明的成果。
结果，无产者对于一切虐待和压迫更加敏感了。
无产阶级这种精神地位的提高，与它向社会所表示的“渴望”和这种“渴望”的不断增长，具有同样
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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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考茨基文选》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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