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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出版和传播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大研究课题“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
整理和研究”的最终成果之一，经过三年多的辛勤劳作和集体努力，现在终于出版了。
作为课题的主持人，颇有轻松和宽慰之感。
马克思主义的问世，如果以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为标志，迄今已有160余年的历史了。
从那时开始，马克思主义这个原本徘徊于欧洲上空的“幽灵”，发出了震撼世界的呐喊，射出了照耀
人类道路的光芒。
当时，欧洲各国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都争相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在艰苦斗争中笔耕不辍，发表了大量的论著，为人们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提
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食粮，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发表、翻译、出版和传播的第一次高潮。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世界革命的中心从西欧逐渐转到俄国。
以列宁和斯大林为代表的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开创了十月社会主
义革命的新道路，在世界上领土最辽阔的国度，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并在这个过程中创立列宁主
义的伟大学说。
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因此，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也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重
要组成部分。
自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苏联诞生后，随着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大量翻译出版以及列宁斯大林著作
的大量出版发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发表、翻译、出版和传播的第二次高潮。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传人中国，大致始于20世纪之初，而大规模的介绍和宣传是在五四运动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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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出版和传播研究》比较全面地收集和整理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
大林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著作、讲话.书信、批示等的编辑、出版，翻译、传播的基本状况，
并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
做了实事求是的说明和分析。
形成了较为清晰的中外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研究、翻译、出版发行的历史线索和研究概貌。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出版和传播>>

书籍目录

第一章 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出版和传播专题研究导言一 马克思在世时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整理、翻
译、出版情况一 (一)早期(1838-1844年)著作的整理、翻译、出版情况(二)思想成熟时期(1844-1883年)著
作的整理、翻译、出版情况二 恩格斯晚年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整理、翻译、出版情况(一)恩格斯出版
《资本论》(二)恩格斯著作的发表和出版(三)恩格斯再版马克思与他的著作(四)其他文种发表和出版的
情况三 恩格斯身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整理、翻译、出版情况(一)马克思女儿爱琳娜发表和出版的情
况(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发表和出版的情况(三)十月革命前俄国发表和出版的情况四 苏联发表和出版
的情况(一)卫国战争前的情况(二)卫国战争期间与战后的情况(三)MEGA(国际版)概述五 西方国家马克
思恩格斯文献的整理、翻译、出版情况(一)西方国家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整理、翻译、出版情况概述(
二)MEGA2的整理、出版情况六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整理、翻译、出版情况(一)十月革命促进
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十月革命前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整理、翻译、出版情况(
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整理、翻译、出版情况(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
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整理、翻译、出版情况参考文献第二章 列宁文献的出版和传播专题研究导言
一 列宁文献在苏联和俄罗斯的整理、翻译和出版情况(一)列宁斯大林时期列宁文献的整理翻译和出版(
二)后斯大林时期列宁文献的整理翻译和出版(三)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对列宁文献的整理翻译和出版二 我
国对列宁文献的整理、翻译和出版情况(一)五四运动以来至新中国成立以前对列宁文献的整理、翻译
和出版(二)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对列宁文献的整理、翻译和出版情况三 列宁文献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
的整理、翻译和出版情况(一)列宁文献在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整理、翻译和出版情况(二)列宁文献在各
资本主义国家的整理、翻译和出版情况(三)列宁文献在发展中国家的整理、翻译和出版情况参考文献
第三章 斯大林文献的出版和传播专题研究导言一 斯大林文献在苏联及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整理、翻
译和出版情况(一)斯大林文献在苏联的整理、翻译和出版(二)苏联解体后斯大林文献在俄罗斯的整理
、翻译和出版情况二 斯大林文献在中国的整理、翻译和出版隋况(一)新中国成立前斯大林文献的整理
、翻译和出版情况(二)新中国成立后斯大林文献的整理、翻译和出版情况三 世界其他国家对斯大林文
献的整理、翻译和出版情况(一)社会主义国家对斯大林文献的整理、翻译和出版情况(二)资本主义国
家对斯大林文献的整理、翻译和出版情况参考文献第四章 毛泽东文献的出版和传播专题研究导言一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著作的整理、翻译一 和出版情况(一)五四运动时期毛泽东著作的出版
情况(二)1921年7月至1937年7月毛泽东著作的整理、翻译、出版情况(三)1937年7月至1949年9月毛泽东
著作的整理、翻译、出版情况二 1949年10月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毛泽东著作的整理、翻译、出版
情况(一)1949年10月至1966年6月毛泽东著作的整理、翻译、出版情况(二)1966年6月至1978年12月毛泽
东著作的整理、翻译、出版情况三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毛泽东著作的整理、翻译、出版情况
四 毛泽东著作在国外的整理、翻译、出版情况(一)毛泽东著作在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整理、
翻译、出版情况(二)毛泽东著作在美欧、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整理、翻译、出版情况(三)毛泽
东著作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整理、翻译、出版情况参考文献第五章 邓小平文献的出版和传播专题研
究导言一 邓小平著作的整理、翻译和出版情况(一)1949年前(二)1949-1978年前(三)1978年后二 邓小平
专题著作的整理、翻译和出版的情况(一)专题文集的出版情况(二)专题摘编的出版情况(三)合编著作的
出版情况(四)邓小平著作单行本的出版情况(五)邓小平专题著作的整理、翻译和出版特点三 邓小平著
作的少数民族文字整理、翻译和出版情况(一)邓小平著作的少数民族文字整理、翻译和出版情况(二)
邓小平著作少数民族文字整理、翻译和出版的特点四 邓小平著作在海外的整理、翻译和出版情况(一)
邓小平著作在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整理、翻译和出版情况(二)邓小平著作在美国、西欧、日
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整理、翻译和出版情况(三)邓小平著作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整理、翻译和
出版情况(四)邓小平著作在海外整理、翻译和出版的特点附录邓小平大型画册、光盘、电视片等的出
版情况参考文献第六章 江泽民文献的出版和传播专题研究导言一 江泽民单篇文献及单行本的发表、
出版情况(一)单篇文献的发表情况(二)单行本的出版情况二 江泽民文集论著的编辑、出版情况(一)《
江泽民文选》的整理、出版情况(二)专题文集、专题摘编的编辑、出版情况三 江泽民合编著作的编辑
出版情况(一)与其他领导人合编著作的编辑出版情况(二)涉及江泽民著作的中央文献选编的编辑、出
版情况四 江泽民重要文献的翻译、出版情况(一)少数民族语言的翻译、出版情况(二)外国语种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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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情况五江泽民电子版著作的出版情况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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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卫国战争前的情况内战结束后，1922年“莫斯科工人”出版社出版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
起源》的第一个完整的译本，1923年还出版了《反杜林论》的新译本。
1922年阿多拉茨基主编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选集出版是马克思主义宣传方面的重要事件。
列宁直接参加了这个集子的编选，集子收有217封具有理论意义和政治意义的书信或者片断，被翻译成
格鲁吉亚文、乌克兰文和白俄罗斯文。
1921年马克思恩格斯学院成立（1931年与列宁学院合并）。
1923年学院着手拍摄保存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中与个别领袖那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遗著，1926年完
成这项工作。
1923年开始出版活动。
合并前出版了近50种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总印数达110万册。
1925年《自然辩证法》第一次出版。
1930年，《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一次根据手稿发表了恩格斯为《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写的导言，打掉了机会主义者用来进行反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武器。
由于敌人被认定窃据了学院的领导，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于1928-1931年出版的各卷中存在对原文
的严重的政治性歪曲。
1931年下半年，新的编辑部开始主持出版工作。
1932年出版了新的《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1卷，刊印了1870-188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给德国社会民主
党领导人的信件，大部分是第一次发表，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机会主义的斗
争情况。
1933年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的时候，发表了大量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手稿。
1933年在全集第4卷中第一次发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全文，以单行本的形式印了2万册。
1933年第一次刊印了恩格斯为《法兰西内战》写的导言的真实全文。
1933年还第一次大量出版了马克思的两卷本文选，并且出版了许多专题文集。
两卷集的所有各版总印数近150万册，被翻译成4种苏联民族文字（白俄罗斯文、乌克兰文、格鲁吉亚
文和乌兹别克文）和5种外文（德文、英文、意大利文、波兰文和罗马尼亚文）出版，其中也有恩格
斯介绍马克思的生平与活动以及阐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著作，还有列宁论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以及拉法格和李卜克内西回忆马克思的文章。
1948年马恩列学院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选集出版了两卷集的新版，收入了许多恩格斯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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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出版和传播研究》是一部兼具研究性与资料性的学术著作。
本书的框架设计、内容编排和初稿审改由课题主持人庄前生负责，曹剑同志协助。
各章文稿撰写分工如下：马恩部分由刘德中副研究员承担；列宁部分由刘志明副研究员承担；斯大林
部分由苑秀丽副研究员承担；毛泽东部分由陈建波助理研究员承担；邓小平部分由孙应帅副研究员承
担；江泽民部分由贺新元副研究员承担。
本书成稿于2010年春，在交出版社排版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一期间又有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出版发行
。
于是，又请陈建波同志及时收集整理，并将其补入书中，力求使之更加圆满和完善。
即使这样，也不敢说这部书没有遗憾了。
由于课题时间、经费等方面的局限，加之经验、水平的欠缺，遗漏和不当依然在所难免。
这些只能有待后续研究去修正，有待读者去指教了。
在编辑过程中，责任编辑田文女士和李树琦先生给我们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意见，并帮助我们校改了多
处文字差错。
他们的高效劳动和负责态度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此向两位责编表示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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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出版和传播研究》是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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