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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
克
思
、
恩
格
斯
認
為
，
人
類
推
動
歷
史
發
展
的
實
踐
活
動
，
是
歷
史
觀
與
價
值
觀
的
統
一
。
人

們
創
造
自
己
的
歷
史
，
但
並
不
能
隨
心
所
欲
地
創
造
，
而
是
要
在
既
定
的
、
從
過
去
傳
承
下
來
的
各
種

客
觀
條
件
下
創
造
。
這
種
條
件
包
括
已
有
的
思
想
材
料
和
歷
史
文
化
傳
統
、
社
會
環
境
以
及
各
種
物
質

條
件
。
鄧
小
平
在
中
國
改
革
開
放
新
時
期
創
造
和
留
下
來
的
政
治
和
思
想
遺
產
也
是
如
此
，
有
着
深
厚

的
思
想
淵
源
和
實
踐
基
礎
。

一
、
社
會
主
義
學
說
第
一
次
歷
史
性
飛
躍

社
會
主
義
學
說
自
誕
生
距
今
已
有
五
百
年
歷
史
。
五
百
年
來
，
社
會
主
義
學
說
經
歷
了
三
次
歷
史

性
飛
躍
。

從
十
六
世
紀
到
十
九
世
紀
初
葉
長
達
三
百
多
年
時
間
裏
，
歐
洲
大
陸
流
傳
各
種
批
判
初
生
的
資
本

主
義
思
想
理
論
和
社
會
制
度
的
思
潮
，
後
來
被
人
們
概
括
稱
為
﹁
空
想
社
會
主
義
﹂
。
一
五
一
六
年
，

英
國
思
想
家
湯
瑪
斯
．
莫
爾
的
著
作
︽
烏
托
邦
︾
問
世
，
該
書
用
遊
記
的
形
式
，
較
為
全
面
系
統
地
闡

述
了
一
種
與
資
本
主
義
社
會
不
同
的
新
型
社
會
理
想
，
標
誌
着
空
想
社
會
主
義
的
誕
生
。
其
實
在
此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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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
歐
洲
大
陸
已
有
類
似
的
思
想
主
張
，
如
公
元
前
五
世
紀
古
希
臘
的
哲
學
家
柏
拉
圖
的
︽
理
想
國
︾

等
。
中
國
則
遠
在
兩
千
多
年
前
的
秦
漢
之
際
，
已
有
︽
禮
記
．
禮
運
篇
︾
記
述
了
孔
子
嚮
往
建
立
大
同

社
會
的
思
想
。

社
會
主
義
與
資
本
主
義
其
實
是
一
對
孿
生
兄
弟
。
社
會
主
義
學
說
作
為
一
種
企
圖
克
服
資
本
主
義

尚
處
於
原
始
積
累
階
段
所
出
現
的
問
題
和
弊
端
，
希
翼
用
一
種
更
合
乎
人
的
本
性
和
理
性
、
更
高
級
的

社
會
形
態
取
代
資
本
主
義
制
度
而
呱
呱
落
地
。
它
和
任
何
思
想
學
說
一
樣
，
是
一
定
歷
史
條
件
和
社
會

關
係
的
產
物
，
而
不
是
由
某
些
政
治
家
、
思
想
家
大
腦
所
臆
想
製
造
出
來
。

空
想
社
會
主
義
揭
露
批
判
了
資
本
主
義
起
步
發
展
和
原
始
積
累
階
段
的
種
種
弊
端
，
揭
露
和
批

評
了
被
某
些
政
治
家
、
思
想
家
稱
之
為
取
代
歐
洲
中
世
紀
封
建
社
會
和
宗
教
神
權
的
資
本
主
義
社
會
，

其
實
並
不
是
什
麼
合
乎
人
性
的
理
性
社
會
。
它
冷
靜
地
剖
析
揭
露
：
正
是
資
本
主
義
生
產
的
唯
利
是
圖

和
商
業
中
普
遍
存
在
的
投
機
取
巧
和
欺
詐
行
為
，
導
致
社
會
倫
理
和
秩
序
出
現
混
亂
；
當
時
的
資
本
主

義
政
治
制
度
其
實
是
一
種
新
的
階
級
壓
迫
和
奴
役
人
的
制
度
，
其
主
要
弊
端
就
是
政
府
的
專
橫
武
斷
、

腐
敗
無
能
和
玩
弄
權
術
；
剛
問
世
不
久
的
資
本
主
義
制
度
使
人
們
變
得
道
德
淪
喪
、
精
神
萎
靡
和
貪
得

無
厭
，
整
個
社
會
充
滿
冷
酷
的
利
己
主
義
；
等
等
。
空
想
社
會
主
義
者
還
批
駁
了
那
種
認
為
資
本
主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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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度
是
人
類
社
會
永
恆
制
度
的
偏
見
，
揭
示
資
本
主
義
社
會
終
將
要
被
新
的
更
高
形
態
的
社
會
制
度
所

取
代
。空

想
社
會
主
義
的
思
想
價
值
和
歷
史
進
步
意
義
在
於
：
針
對
處
於
剛
剛
起
步
發
展
和
原
始
積
累
階

段
的
資
本
主
義
經
濟
關
係
和
社
會
制
度
所
出
現
的
弊
端
，
提
出
了
許
多
關
於
未
來
理
想
社
會
的
積
極
主

張
和
天
才
預
見
。
他
們
設
想
在
未
來
社
會
裏
廢
除
私
有
制
，
實
行
公
有
制
，
以
滿
足
人
民
的
物
質
和
精

神
生
活
需
要
而
有
計
劃
地
組
織
社
會
生
產
，
讓
勞
動
成
為
人
們
所
必
需
的
生
活
方
式
和
美
德
；
社
會
根

據
每
個
人
的
才
能
和
貢
獻
分
配
生
活
消
費
品
，
有
的
還
提
出
了
按
個
人
需
要
進
行
分
配
；
國
家
的
政
治

職
能
將
要
消
亡
，
社
會
權
力
將
由
對
人
的
統
治
變
為
對
物
的
管
理
和
對
社
會
生
產
生
活
的
組
織
；
領
導

者
只
是
為
公
共
利
益
服
務
的
社
會
管
理
人
員
，
由
人
民
選
舉
產
生
；
社
會
不
僅
重
視
知
識
教
育
，
而
且

十
分
重
視
道
德
品
質
和
各
種
能
力
的
培
養
，
把
教
育
同
生
產
勞
動
結
合
起
來
；
建
立
新
的
道
德
風
尚
，

以
提
倡
集
體
主
義
來
反
對
利
己
主
義
，
培
養
全
面
發
展
的
新
人
；
消
滅
舊
的
社
會
分
工
制
度
和
城
市
與

農
村
、
腦
力
勞
動
與
體
力
勞
動
、
簡
單
勞
動
與
複
雜
勞
動
的
三
大
差
別
，
實
現
工
業
與
農
業
、
城
市
與

鄉
村
、
體
力
勞
動
與
腦
力
勞
動
相
結
合
；
改
變
婦
女
地
位
，
實
現
男
女
平
等
，
消
除
舊
的
婚
姻
制
度
，

實
行
戀
愛
自
由
、
婚
姻
自
由
和
離
婚
自
由
；
制
定
必
要
的
制
度
控
制
生
育
；
等
等
。
這
些
政
治
主
張
和

理
想
嚮
往
，
有
些
反
映
了
人
類
共
同
的
善
良
願
望
和
美
好
追
求
，
至
今
仍
閃
爍
思
想
光
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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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外
，
空
想
社
會
主
義
者
還
初
步
認
識
到
人
類
社
會
是
一
個
不
斷
上
升
和
進
步
的
過
程
，
試
圖
探

索
揭
示
人
類
社
會
發
展
的
規
律
，
並
提
出
了
一
些
包
含
唯
物
主
義
和
辯
證
法
思
想
萌
芽
的
社
會
歷
史
觀

點
，
預
見
了
某
些
社
會
發
展
規
律
。

空
想
社
會
主
義
是
早
期
無
產
階
級
運
動
的
理
論
表
現
。
它
所
憧
憬
建
立
的
理
性
國
度
，
是
與
資
本

主
義
社
會
根
本
不
同
的
社
會
。
然
而
，
從
十
六
世
紀
到
十
九
世
紀
中
葉
，
歐
洲
資
本
主
義
處
於
剛
剛
產

生
和
發
展
的
初
級
階
段
，
其
社
會
生
產
力
尚
未
充
分
發
展
，
資
本
主
義
的
生
產
關
係
和
階
級
關
係
也
不

夠
成
熟
，
無
產
階
級
還
沒
有
發
展
成
為
獨
立
的
政
治
力
量
。
因
此
，
克
服
解
決
資
本
主
義
社
會
矛
盾
和

問
題
的
力
量
，
還
深
藏
在
經
濟
關
係
和
階
級
關
係
之
中
。
這
種
歷
史
條
件
決
定
了
空
想
社
會
主
義
必
然

是
一
種
不
成
熟
的
理
論
。

空
想
社
會
主
義
的
根
本
缺
陷
，
在
於
它
不
是
從
社
會
客
觀
現
實
，
而
是
從
抽
象
理
性
出
發
去
揭

露
批
判
當
時
的
資
本
主
義
社
會
。
它
雖
然
目
睹
和
抨
擊
了
早
期
資
本
主
義
社
會
的
矛
盾
與
弊
端
，
卻
未

能
說
明
資
本
主
義
生
產
方
式
的
本
質
和
命
運
；
它
雖
然
意
識
到
人
類
歷
史
發
展
需
要
遵
循
一
定
規
律
，

卻
沒
有
科
學
地
揭
示
這
一
規
律
。
它
把
所
有
社
會
矛
盾
和
問
題
簡
單
歸
結
為
人
們
的
理
性
不
彰
，
主
張

用
理
性
原
則
去
批
判
一
切
和
改
造
社
會
，
認
為
人
類
至
今
仍
受
剝
削
壓
迫
和
奴
役
之
苦
，
是
因
為
理
性

還
沒
有
被
發
現
，
或
者
說
理
性
還
沒
有
被
人
們
正
確
認
識
，
一
旦
理
性
被
發
現
，
馬
上
就
能
解
除
人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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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一
切
痛
苦
。
可
見
，
空
想
社
會
主
義
實
際
上
是
以
唯
心
主
義
作
為
其
理
論
基
礎
。
他
們
幻
想
通
過
宣

傳
、
教
育
和
示
範
等
和
平
方
式
去
實
現
自
己
的
政
治
理
想
，
找
不
到
改
造
資
本
主
義
社
會
、
實
現
其
政

治
理
想
的
社
會
力
量
和
正
確
途
徑
。

空
想
社
會
主
義
者
對
資
本
主
義
生
產
方
式
的
批
判
具
有
很
大
的
片
面
性
。
他
們
往
往
簡
單
地
把
資

本
主
義
的
生
產
方
式
當
作
壞
東
西
而
全
盤
否
定
，
然
後
按
照
與
資
本
主
義
對
着
幹
的
思
路
來
設
計
和
描

繪
未
來
美
好
社
會
。
結
果
，
他
們
所
設
計
描
繪
的
未
來
美
好
社
會
的
圖
景
，
往
往
因
失
去
現
實
基
礎
和

無
法
實
施
而
陷
入
了
空
想
。

空
想
社
會
主
義
這
種
理
論
的
不
成
熟
和
缺
陷
，
是
由
當
時
不
成
熟
的
資
本
主
義
生
產
狀
況
和
不
成

熟
的
階
級
狀
況
所
決
定
的
。
然
而
，
他
們
對
資
本
主
義
的
揭
露
批
判
以
及
對
社
會
歷
史
規
律
的
初
步
探

索
，
特
別
是
他
們
對
未
來
理
想
社
會
的
描
述
和
預
測
，
卻
包
含
了
一
些
合
理
的
成
分
，
為
科
學
社
會
主

義
的
形
成
提
供
了
寶
貴
的
思
想
材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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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會
主
義
學
說
的
第
一
次
歷
史
性
飛
躍
，
發
生
在
十
九
世
紀
中
葉
，
其
主
題
是
從
空

想
到
科
學
，
代
表
人
物
是
馬
克
思
和
恩
格
斯
。

馬
克
思
、
恩
格
斯
運
用
他
們
創
立
的
歷
史
唯
物
主
義
和
剩
餘
價
值
學
說
，
剖
析
批
判
處
於
起
步
發

展
和
上
升
階
段
的
資
本
主
義
社
會
，
創
立
了
科
學
社
會
主
義
理
論
，
使
社
會
主
義
學
說
結
束
了
三
百
多

年
踟
躕
不
前
的
徘
徊
狀
態
，
發
生
了
歷
史
性
的
質
的
飛
躍
。

一
八
四
七
年
，
馬
克
思
、
恩
格
斯
受
國
際
工
人
運
動
組
織
﹁
共
產
主
義
者
同
盟
﹂
第
二
次
代
表

大
會
的
委
託
，
共
同
起
草
同
盟
的
理
論
綱
領
︽
共
產
黨
宣
言
︾
。
在
該
宣
言
中
，
馬
克
思
、
恩
格
斯
第

一
次
比
較
全
面
科
學
地
闡
述
了
科
學
社
會
主
義
的
基
本
原
理
，
把
社
會
主
義
思
想
置
於
現
實
的
基
礎
之

上
，
使
社
會
主
義
學
說
從
空
想
變
為
科
學
，
標
誌
着
科
學
社
會
主
義
學
說
的
誕
生
。
馬
克
思
、
恩
格
斯

所
提
出
的
共
產
主
義
社
會
究
竟
是
一
種
什
麼
樣
的
社
會
？
其
設
想
和
描
繪
的
內
涵
和
特
徵
有
哪
些
？
對

此
，
他
們
除
了
在
︽
共
產
黨
宣
言
︾
中
作
了
披
露
，
還
在
︽
德
意
志
意
識
形
態
︾
、
︽
反
杜
林
論
︾
、
︽
社

會
主
義
從
空
想
到
科
學
的
發
展
︾
、
︽
共
產
主
義
原
理
︾
、
︽
哥
達
綱
領
批
判
︾
、
︽
法
蘭
西
內
戰
︾
、
︽
資

本
論
︾
等
十
多
部
著
作
及
與
友
人
的
通
信
中
，
做
出
闡
釋
介
紹
，
提
出
了
共
產
主
義
社
會
的
一
般
原
則

和
主
要
特
徵
，
筆
者
將
之
歸
納
為
以
下
十
個
方
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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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共
產
主
義
社
會
是
實
現
一
切
人
自
由
全
面
發
展
和
人
類
解
放
的
自
由
人
聯
合
體
。

馬
克
思
、
恩
格
斯
在
︽
共
產
黨
宣
言
︾
中
，
明
確
地
把
共
產
主
義
社
會
概
述
為
：
﹁
代
替
那
存
在

着
階
級
和
階
級
對
立
的
資
產
階
級
舊
社
會
的
，
將
是
這
樣
一
個
聯
合
體
，
在
那
裏
，
每
個
人
的
自
由
發

展
是
一
切
人
的
自
由
發
展
的
條
件
。
﹂

1

顯
然
，
在
馬
克
思
和
恩
格
斯
看
來
，
所
謂
共
產
主
義
社
會
，

一
言
以
蔽
之
，
就
是
實
現
一
切
人
自
由
全
面
發
展
和
人
類
解
放
的
自
由
人
的
聯
合
體
。
馬
克
思
後
來
在

︽
資
本
論
︾
等
著
作
中
還
談
道
，
未
來
理
想
社
會
是
比
資
本
主
義
更
高
級
的
，
﹁
以
每
一
個
個
人
的
全
面

而
自
由
的
發
展
為
基
本
原
則
的
社
會
形
式
﹂

2

。
恩
格
斯
在
︽
反
杜
林
論
︾
中
也
指
出
：
未
來
理
想
社

會
是
﹁
人
類
從
必
然
王
國
進
入
自
由
王
國
的
飛
躍
。
﹂

3

恩
格
斯
晚
年
︵
一
八
九
四
年
︶
回
答
意
大
利

社
會
黨
人
朱
澤
培
．
卡
內
帕
要
求
他
用
最
簡
潔
的
語
言
表
述
未
來
社
會
的
基
本
思
想
時
，
他
明
確
地
回

答
：
沒
有
比
︽
共
產
黨
宣
言
︾
關
於
共
產
主
義
是
實
現
一
切
人
的
自
由
全
面
發
展
的
自
由
人
的
聯
合
體

這
句
話
更
合
適
的
了
。

可
見
，
馬
克
思
、
恩
格
斯
畢
生
為
之
追
求
和
奮
鬥
的
理
想
，
就
是
實
現
一
切
人
的
自
由
全
面
發
展

和
全
人
類
的
解
放
。
後
人
應
將
其
視
為
未
來
理
想
社
會
的
最
高
目
標
、
根
本
特
徵
和
核
心
價
值
。
共
產

黨
人
在
社
會
主
義—

共
產
主
義
運
動
全
過
程
的
各
個
階
段
，
都
必
須
堅
守
這
一
核
心
價
值
和
最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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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
當
然
在
運
動
的
各
個
階
段
，
受
客
觀
環
境
條
件
的
影
響
制
約
，
其
實
現
的
程
度
和
範
圍
令
有
所

不
同
。

（
二
）�
共
產
主
義
社
會
是
社
會
生
產
力
高
度
發
展
和
社
會
物
質
財
富
極
其
富
足
的
社
會
。

馬
克
思
、
恩
格
斯
在
︽
德
意
志
意
識
形
態
︾
一
書
中
，
分
析
共
產
主
義
社
會
消
除
人
的
異
化
，
要

以
生
產
力
的
巨
大
增
長
和
高
度
發
展
為
前
提
時
指
出
：
﹁
之
所
以
是
絕
對
必
需
的
實
際
前
提
，
還
因
為
如

果
沒
有
這
種
發
展
，
那
就
只
會
有
貧
窮
、
極
端
貧
困
的
普
遍
化
；
而
在
極
端
貧
困
的
情
況
下
，
必
須
重

新
開
始
爭
取
必
需
品
的
鬥
爭
，
全
部
陳
腐
污
濁
的
東
西
又
要
死
灰
復
燃
。
﹂

4

因
此
，
馬
克
思
、
恩
格

斯
認
為
，
生
產
力
的
高
度
發
展
，
是
未
來
理
想
社
會
絕
對
必
要
的
實
際
前
提
。

（
三
）�

共
產
主
義
社
會
是
廢
除
私
有
制
，
實
行
生
產
資
料
社
會
所
有
制
的
社
會
。

馬
克
思
、
恩
格
斯
揭
示
了
資
本
主
義
生
產
方
式
內
在
固
有
的
生
產
社
會
化
與
生
產
資
料
私
人
佔
有

之
間
的
矛
盾
，
一
旦
達
到
同
資
本
主
義
外
殼
不
能
相
容
的
地
步
，
這
個
外
殼
就
要
炸
毀
，
資
本
主
義
生

產
方
式
就
要
被
新
的
更
高
級
的
生
產
方
式
所
取
代
，
資
本
主
義
社
會
也
將
要
被
社
會
主
義
和
共
產
主
義

社
會
所
取
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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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馬
克
思
、
恩
格
斯
看
來
，
消
滅
私
有
制
和
實
現
公
有
制
是
一
個
自
然
歷
史
過
程
，
需
要
具
備
一

定
的
物
質
基
礎
和
前
提
條
件
。
只
有
當
社
會
生
產
力
發
展
到
必
要
高
度
，
創
造
了
大
量
的
生
產
資
料
和

充
裕
的
生
活
消
費
品
之
後
，
才
能
廢
除
私
有
制
和
建
立
社
會
所
有
制
。
恩
格
斯
對
此
說
得
非
常
透
闢
：

﹁
正
像
不
能
一
下
子
就
把
現
有
的
生
產
力
擴
大
到
為
實
行
財
產
公
有
所
必
要
的
程
度
一
樣
。
因
此
，
很

可
能
就
要
來
臨
的
無
產
階
級
革
命
，
只
能
逐
步
改
造
現
今
社
會
，
只
有
創
造
了
所
必
需
的
大
量
生
產

資
料
之
後
，
才
能
廢
除
私
有
制
。
﹂

5

﹁
只
要
生
產
的
規
模
還
沒
有
達
到
不
僅
可
以
滿
足
所
有
人
的
需

要
，
而
且
還
有
剩
餘
產
品
去
增
加
社
會
資
本
和
進
一
步
發
展
生
產
力
﹂
，
那
麼
﹁
除
了
私
有
制
，
不
可

能
有
其
他
任
何
所
有
制
形
式
，
除
了
以
私
有
制
為
基
礎
的
社
會
制
度
，
不
可
能
有
其
他
任
何
社
會
制

度
。
﹂

6

恩
格
斯
這
﹁
兩
個
不
可
能
﹂
說
得
斬
釘
截
鐵
，
這
也
是
歷
史
規
律
的
必
然
要
求
。
可
見
，
馬

克
思
、
恩
格
斯
主
張
消
滅
私
有
制
的
思
想
，
有
着
嚴
格
的
歷
史
條
件
限
制
，
並
不
是
任
何
時
候
、
任
何

條
件
下
都
可
以
提
出
和
實
行
消
滅
私
有
制
。
可
惜
後
來
許
多
自
稱
信
奉
馬
克
思
主
義
的
人
，
恰
恰
忘
記

了
這
一
點
，
往
往
只
是
記
住
了
﹁
兩
個
必
然
﹂
，
卻
忘
卻
了
﹁
兩
個
不
可
能
﹂
，
以
致
留
下
了
許
多
歷
史

的
笑
柄
、
誤
會
與
悲
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