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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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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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卷收入的著作，多数是全文辑录，但也有少数因篇幅过大而不得不作部分摘录。
属于此类的有《我们的意见分歧》(仅选了其中的“代序：给拉甫罗夫的信”)、《论一元论历史观之
发展》(仅选了第五章和“结论”部分)等。
　　本卷所选文字，都录自现有的各种中文译本，如《俄国民粹派文选》、《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
集》、《跨进20世纪的时候一一旧论文集》、《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在祖国的一年》等。
这些译本出版于过去几十年间的不同时期，在文字上、政治上往往带有那些时期的风格特点，例如《
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著作的译文，现在看来已经稍嫌古旧。
有些译本的某些译文则明显有舛误。
在这种情况下，本卷作了以下的处理：　　第一，在基本沿用原有译文的前提下，在一些有较大问题
的地方对文字做了修改(主要集中在较早的几篇著作中)。
　　第二，对文中出现的人名、地名、著作名等专用名词，尽可能依据现在的通常译法予以统一。
　　第三，原有的编者注释和译者注(如《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俄文版编者注)，今天看来在技
术上仍有价值，有助于读者加深理解，所以大多予以保留；但原来是篇末注的，现在一律改为脚注，
用“原编者注”或“译者注”标明。
至于那些带有过分强烈的时代政治色彩的指责性和批判性文字，则做了省略处理。
这并不意味着本卷编选者绝对否定这些原编者注或译者注的意见，而只是为了便于读者独立地对普列
汉诺夫的观点作出判断。
此外，本卷编者还新加了一些注，用“编者注”标明。
没有注明的，则是普列汉诺夫本人的注。
　　第四，对于大量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引文，本卷编者核对了新的中译文并做了相
应的修改。
修改依据的标准大致为：首先依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选集11995年中文版；上述选集中没
有的，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已经出版的各卷；再次则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第一版。
但有少量引文由于上下文的关系无法修改，在这种情况下仍保留原译文，在“参见”的字样后面标出
新的中译本的出处，供读者对照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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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俄国）格·瓦·普列汉诺夫 编者：张光明 注译：人文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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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还有什么可说呢，这类尊敬是伟大的。
而别的尊敬我们可没有听到过，而且在教授们身上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德国有这种尊敬的人是不会
成为教授的。
可是这种尊敬证明些什么呢？
它证明的就这么一点。
《资本论》所涉及的研究原野正就是那以新的观点、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观点耕作过的原野。
在这一原野上，敌人不敢攻击；他们“尊敬它”。
不用说，这对于敌人们来说是明智的。
可是需要有“主观”社会学者所有的天真，才会惊奇地问道，为什么这些敌人不依马克思的精神用自
己的力量去从事耕作邻近的田地呢。
“亲爱的英雄，你想干什么啊！
这儿就只有这么一块用这种精神耕作过的田地，都让人活不下去了。
在那儿鬼哭狼嚎，而你还想我们用同一体系去开垦邻近的田地！
”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对事物的实质懂得极差，而因此就不了解“作为历史理论的经济唯物主义的命运
”；同样亦不了解德国的教授们对“未来远景”的态度。
老爸，当现在在脚下动摇的时候，未来在他们是来不及想的。
可是，并不是德国的一切教授都这样程度地浸透阶级斗争及“科学”纪律的精神的呵。
亦有除掉科学之外什么也不想的专家的呵！
不必说，无论怎样，这样的人是有的，而且不仅在德国。
可是这些专家——正因为他们是专家——完全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占据了；他们耕耘自己的不大的科学
田地而对任何一般哲学历史理论都无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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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列汉诺夫文选》：人民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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