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　娅◎编著

Boxue Wenku
Makesi Zhuyi Jingdian Zhuzuo Daodu Congshu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导　读

马 克 思 主 义 经 典 著 作 导 读 丛 书  第二辑

总主编/艾四林

博学文库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导读 / 张娅编著

. -- 北京 :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 2017.1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丛书 / 艾四林总主编 .

第二辑）

ISBN 978-7-5162-1406-0

Ⅰ . ①社… Ⅱ . ①张… Ⅲ . ①《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

学的发展》－恩格斯著作－研究 Ⅳ . ① A81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89809 号

图书出品人／刘海涛

出 版 统 筹／赵卜慧

责 任 编 辑／陈棣芳　胡百涛

书名／《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导读

作者／张　娅　编著

出版 · 发行／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里 7 号（100069）

电话／ 010-63292534　63057714（发行部）　63055259（总编室）

传真／ 010-63292534

Http: //www.rendabook.com.cn

E-mail: mzfz@263.net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 16 开　787 毫米 ×1092 毫米

印张／ 7.5

字数／ 84 千字

版本／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刷／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5162-1406-0

定价／ 20.00 元

出版声明／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



I

总 序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

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

发展的重大课题，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最基本的途径就是经典著作的

大众学习。

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是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

主义理论素养，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要任务。马克思主义经

典著作蕴含和集中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

源和基础。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在新

形势下，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仅有助于系统掌握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也有助于从源头上完整准

确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

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和解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实际问题。

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是青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

要任务。在本科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教师一般会推荐马克思主义经典

著作作为必读书目，要求学生课下阅读，以加深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识。在目前的研究生思想政治理

论课课程体系中，“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就是其中的一门重要课

程。特别是对于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的研究生来说，“马克思主义原

著研读”更是必修的核心课程。因而，使青年大学生拥有一套学习马克

思主义经典的导读性著作，一直是我们着力探索的重要教学科研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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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我们特邀一批高校、科研机构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

和研究的学者，对精心挑选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进行导读，并分批陆

续出版。在编写中，我们强调导读著作风格的通俗性和文风的可读性，

要求每本导读著作的字数控制在十万字左右（个别除外），使之介于大

部头研究专著和合集之间。目前，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导读性著作的撰

写，主要有如下两种形式：一种是把每一本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导读写成

一本大部头的专著，一种是把若干马克思主义经典分章节加以介绍，然

后汇成一本合集。相对来讲，前者的优势是研究精深、学术性强，体例

和风格主要适合专家学者，但对于党政干部和青年学生而言，则显得有

些深奥，往往会让读者产生畏难情绪 ；后者的优势是比较集中、简明扼

要，但内容较为单薄，往往会使读者感觉不解渴。因此，我们这套丛书

试图寻找更为合适的体例和风格，兼收上述两类导读著作的优点，从而

起到积极探索的作用。

中国出版集团旗下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组织出版的“马克思主义

经典著作导读丛书”第一辑十种，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青睐，在

2015 年第二届全国党员教育培训教材展示交流活动中，被中共中央组

织部党员教育中心、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版管理司、国家图书馆等

单位评为优秀教材。这次推出第二辑十种，内容更加丰富，领域更加扩

展。我们衷心希望这套丛书有助于广大党政干部和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

义理论的学习，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艾四林　 　　　

2017年 1月 5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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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恩格斯在 19世纪 80年代初

的一部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通俗著作，该书根据恩格斯的另一部著作

《反杜林论》中的三章（《引论》的第一章和第三编的第一章、第二章）

改写而成。要读懂《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首先应该历史

地理解它的出现，这就需要结合《反杜林论》的写作背景和《社会主

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成书过程等，形成全面的背景性认识。

写作背景

（一）捍卫马克思主义科学地位的理论需要
自从 1848 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马克思主义公开问世，并

逐步在工人群众中传播开来。经过 1848 年和 1871 年两次革命风暴的

检验，以及 1864 年第一国际的成立，马克思主义在总结工人运动经验

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同时和工人运动的结合程度不断

深化。19 世纪 70 年代起，一方面，由于巴黎公社的失败及第一国际

的解散，国际工人运动转入相对低潮时期；另一方面，英法等国资产

阶级革命的结束，为资本主义加速发展创造了条件，欧洲进入了“和

平”发展时期。资产阶级加紧向马克思主义发起进攻，各种反马克思

主义、假社会主义、机会主义层出不穷。他们歪曲和诋毁马克思主义，

竭力散布改良主义思想，妄图瓦解马克思主义在无产阶级中的地位和

指导作用，消磨无产阶级的斗争意识，破坏工人运动。杜林正是这股

反动思潮中的典型代表，以其小资产阶级学说向马克思主义全面发难。

欧根·卡尔·杜林，德国哲学家和庸俗经济学家，小资产阶级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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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者。杜林 1833 年出生于柏林的一个普鲁士官吏家庭，幼年

家境败落；早年学习法律，后因眼疾无法正常工作，于 1861 年退出

法律界；同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863 年至 1877 年任柏林大学讲

师。杜林最早开始攻击马克思主义是在 19 世纪 60 年代。1867 年，

《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以后，杜林发表了题为《马克思〈资本论〉政

治经济学批判》的书评，“以政治经济学中的革命者自居”[1]，否定

《资本论》的理论价值与马克思的理论贡献。1871 年至 1875 年间，

杜林先后发表了《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1871 年）、《国

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1873 年）、《哲学教程——严密科学的

世界观和人生观》（1875 年）等著作，建构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

会主义的一整套理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攻击。在哲学上，杜

林宣扬以庸俗唯物主义为基础的折衷主义；在经济学上，杜林用资

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在社会主义理

论方面，杜林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对抗科学社会主义。

杜林以社会主义“行家”和“改革家”自居，加上他的学说极

具系统性理论外观，因此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和蛊惑性。由于当时马

克思、恩格斯还没有对自己的理论进行过系统梳理和阐述，人们对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识还很不足。因此，面对杜林主义这种打着科

学和社会主义旗号的反动理论，有不少人自然缺乏足够的辨析力。

一时，不少青年拜杜林为师，甚至当时的工人阶级政党德国社会民

主党的一些领袖也公然吹捧杜林，视杜林为虔诚的社会主义者。如

德国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的倍倍尔就曾匿名发表了《一个新的“共

产党人”》这样赞颂杜林的文章，足见杜林主义的欺骗性之大。随

着杜林分子的煽动和传播，机会主义者趁机鼓吹马克思主义已经过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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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这就严重误导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给党内造成极大的

思想混乱，危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地位。

科学一再受到攻击和挑战，马克思、恩格斯逐步认识到批判杜

林学说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早在 1867 年杜林发表攻击《资本论》的

文章时，他们就注意到杜林的无知和可笑。但由于当时杜林并不为

多少人所知，杜林的言论还不足以产生多大影响，因此，马克思、

恩格斯从自身理论工作长远战略考虑，并没有花费精力去公开批判

杜林，只是在私下通信中对杜林进行了揭露。然而到了 1875 年年

初，杜林体系的传播已经到了十分危险的程度。由于杜林的理论建

构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贬低和攻击之上，因此，若任其恶意传播，则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就会越来越受到误解甚至诋毁。在李卜克内西

的直接建议和马克思的支持下，恩格斯毅然放下手中的工作，立即

着手写作批判杜林的著作。历时两年，恩格斯完成了《反杜林论》，

彻底地批判了杜林学说，同时正面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在理论上有力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对《反杜林论》中部分内容的

摘编改写，则是出于进一步批判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理论需要。19

世纪 70 年代末，欧洲工人运动中不乏机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

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潮，因此，进一步在理论上划清马克思主义

与反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的界限，

是解决思想困惑的重要工作。《反杜林论》尽管是直接针对杜林学说

而成的论战性著作，但正如恩格斯所说，“消极的批判成了积极的批

判；论战转变成对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

的比较连贯的阐述”[1]。《反杜林论》中对杜林关于一般科学，特别是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9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1 页。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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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回答，在德国社会主义者中间获得了巨大的成

功。由此，摘录“这本书的理论部分中最重要的部分”（马克思语）

而成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必然有助于广大工人群众

在理论上认清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

（二）适应各国工人阶级政党斗争和建设的实践需要
批判杜林主义，是德国工人阶级政党斗争和建设的需要。杜林

的学说不仅是从理论上向马克思主义发起的全面攻击，而且在实践

层面上威胁到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团结统一。由于杜林的目的

在于以杜林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在工人阶级政党中的指导地位，因

此，一旦杜林主义开始盛行，思想上的混乱必然会造成实践上的混

乱。事实上，杜林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出版以后，对当时刚刚合

并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带来了很大的危害。这一危害是通过党内

的杜林分子形成宗派集团从宣传和组织等方面制造的。

在德国，成立统一的社会主义工人党之前，工人运动中存在着

两个派别：一个是由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组建并领导的德国社会民

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它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关怀和帮助下建立

和成长起来的，是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左派；另外一个是由哈森克莱

维尔、哈塞尔曼和特耳克领导的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深受

拉萨尔机会主义影响，是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右派。为了更好地开展

工人运动，两派于 1875 年 5 月在德国的哥达召开大会，实现了合并

统一，合并后的党命名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由于爱森纳赫派为

了合作不惜无原则的让步，没有同拉萨尔主义划清界限，使拉萨尔

派的机会主义主张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坚持，导致合并后的党内理论

水平大为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杜林主义的流行创造了条件。杜

林主义在德国党内的主要信徒有伯恩施坦、莫斯特和恩斯等人，他

们在党内积极鼓吹杜林主义，并形成了一个杜林主义的宗派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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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广泛传播和普及科学社会主义的宣传需要
杜林主义从外部对马克思主义发起的全面挑战，提出了以系统

化方式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际需要。在杜林构建出系统化的社

会主义理论之前，在《反杜林论》之前，马克思、恩格斯还没有专

门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著作，也没有系统地说明过他们理论

的体系和内容，而是多以论战性的著作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不是什

么、反对什么。这种从否定性的角度对自己理论态度的表达，始终

不是正面的标示性的理论界定。而系统化地明确阐述和界定自身理

论的著作，则是促进马克思主义得到正确和有效传播的重要条件。

在当时，不仅学识程度较低的普通工人群众不完全明白马克思主义

所指，连党内一些领导人在面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时也缺乏足够的

辨析力和判断力。这种情况给机会主义提供了迷惑工人的可能性，

杜林正是在此情势下才敢肆意狂妄地向马克思主义发起责难。[1] 为了

回应杜林整套的“哲学体系”、“政治经济学的和社会主义的体系”、

“政治经济学批判史”这三支大军的恶意攻击，恩格斯坦言：“我的

对手的包罗万象的体系，使我有机会在同他争论时用一种比以往更

连贯的形式，阐明马克思和我对这些形形色色的问题的见解。”[2]《反

杜林论》体系化的论证方式由此形成。《反杜林论》的形成，为马克

思主义的有效传播提供了重要的文本范例和解释框架。

宣传和普及科学社会主义的现实需要，提出了以通俗化方式呈

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要求，《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便是满

足直接宣传需要的成果。恩格斯在 1882 年德文第一版序言中直接说

出了当时这种写作背景。不同于《反杜林论》这样一部纯学术性的

[1] 参见胡大平：《回到恩格斯：文本、理论和解读政治学》，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72 页—第 273 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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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写作目的决定了它并非是

《反杜林论》的简单节录。材料的针对性选择、结构的重新编排、对

正文的补充以及不同版本的序言、导言等，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到

科学的发展》具有了特殊的性质和独立的价值。正如恩格斯在 1882

年写给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倍倍尔的信中所言：“这是几年来我研

究德国历史的第一个成果，我感到十分高兴的是，我能够首先把它

献给工人，而不是献给书呆子和其他‘有教养者’。”[1]《社会主义从空

想到科学的发展》采用了通俗易懂的语言和清晰简明的结构，深入

浅出地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从而有效地推动了科学社

会主义理论的普及化，有力地提升了工人的思想觉悟。《社会主义从

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译文单行本出版后获得极大成功，其他译文

版本的单行本也不断相继出版，说明了该著作正是适应当时时代背

景、符合国际工人运动需要的产物。

成书过程

1878 年《反杜林论》的发表，在德国社会主义者中产生了重要

的影响，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两年以

后，由《反杜林论》部分内容改写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

展》首先在法国问世，随后，各种译文版本在世界各国传播开来。

从《反杜林论》到《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再到《社会主

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各个版本的形成，这一过程反映了《社会

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适应国际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本身

发展要求的经典之作。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人民出版社 1971 年版，第 416 页。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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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在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所写的 1882 年

德文第一版序言和 1892 年英文版导言中说，他是应保尔·拉法格

的要求，把《反杜林论》中的三章编成一本小册子，才有了《社会

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那么拉法格是基于什么原因提出这种

请求呢？在法国，由于受到历史、经济、社会政治等多种因素的影

响，小资产阶级传统根深蒂固，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以各种

花样层出不穷，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普鲁东改良主义思潮。受到形形

色色思潮的影响，法国工人党的形成过程十分困难。1879 年秋天，

在法国马赛召开的工人代表大会宣告了法国工人党的成立，马克思

主义取代普鲁东主义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力量。但是这种力量的内

部，因为存在着多种派别的斗争，仍然十分不稳定。当时存在着以

茹尔·盖德和保尔·拉法格为代表的革命派，以贝努瓦·马隆和保

尔·布鲁斯为代表的可能派。可能派妄图以改良主义取代党的革命

性，遭到革命派的反对。为了反击党内的机会主义，用马克思主义

教育广大党员群众，拉法格向恩格斯提出了写作《社会主义从空想

到科学的发展》的请求。

恩格斯写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过程，得到了

马克思的充分肯定和支持。早在打算写作《反杜林论》之初，马克

思和恩格斯二人的意见就高度一致，共同作出批判杜林主义的决定。

只是由于二人一直以来在革命事业中的分工关系，恩格斯才具体地

承担了批判杜林主义的理论工作。正如马克思表态的那样：“我的意

见是这样的：‘我们对待这些先生的态度’只能通过对杜林的彻底批

判表现出来。”[1] 也就是说，从《反杜林论》到《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

学的发展》，恩格斯表达的都是他和马克思共同的思想。从写作过程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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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他们之间的通信可以看出，无论是原则性的立场和方法问题，还

是具体性的观点和细节问题，都有二人交流和探讨的记录。马克思

还参与了《反杜林论》初稿部分章节的撰写。《反杜林论》形成、出

版后，马克思积极肯定了该著作在批判杜林主义和正面阐述科学社

会主义理论方面的功绩，对该书产生的影响感到高兴。此后在马克

思的女婿拉法格的请求下，恩格斯将《反杜林论》中部分内容改写

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不仅充分支持《社会主

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出版，在为该著作所写的 1880 年法文版

前言中，更是高度评价该著作是《反杜林论》“理论部分中最重要的

部分”，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1]。

1880 年，经拉法格译为法文及恩格斯本人校阅后，这一著作部

分内容以《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为题，发表在法国社会

主义杂志《社会主义评论》1880 年第 3 期—5 期上。同年 5 月底，

这一著作首次以单行本形式在巴黎出版，书名为《空想社会主义和

科学社会主义》。较之发表在《社会主义评论》上的三篇文章，单行

本不仅由拉法格作了一些文法上的改动和修饰，更重要的是恩格斯

对第三部分作了内容上的补充。在补充的内容中，他概述了自中世

纪以来由生产推动的社会性质变革的世界历史进程。1882 年，根据

法文翻译的波兰文本在日内瓦由黎明印刷所出版，书名为《空想的

和科学的社会主义》。同年 12 月，俄文译本以《科学社会主义》为

标题发表在秘密杂志《大学生》第 1 期上。1883 年，根据法译文

翻译的意大利文本在贝内万托出版。同年，德文本以《社会主义从

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为名，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很快当年又在

该地出版了德文第二版和第三版。1884 年，以《科学社会主义的发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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