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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科学社会主义也称科学共产主义。从广义上说,科学社会主

义就是马克思主义。从狭义上说,它是指马克思主义三个主要组

成部分之一的科学社会主义。本书是从狭义方面来叙述科学社会

主义的发展历史的。

    科学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也和

其他组成部分(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一样,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

过程。这个过程如果从1842年左右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由唯心

主义向唯物主义、由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算起,迄今已

有150多年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经历了

三次重大的飞跃。①

    第一次飞跃是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到科学的

时期,时间是从19世纪40年代初到1895年恩格斯逝世,这是

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完全确立自己的统治、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

顶点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出现普遍繁

荣,在政治上日趋全面反动。由于产业革命的推动,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取得了统治地位,资本主义内部的各种矛盾日趋尖锐化,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已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并

采取了外部冲突的形式,不断地表现出它们之间的根本对立。在

这一时期里,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

人类在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思想成果,包括空想社会主义的思

  ①我国理论界对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历史的分期,意见颇不一致。拙著在比较各
种观点后,采用高放教授的“三次重大飞跃论”,详见高放教授的《从马克思到邓小
平: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三次重大飞跃》一文,载《东岳论丛》1996年第4期。



想成果,深入考察和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总结了无

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实践经验,发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和

剩余价值学说,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和完

成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先后花去近50年,经历了三个发展

阶段:第一阶段从19世纪40年代初马克思恩格斯实现“两个转

变”到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形成阶段。第二阶段从马克思恩格斯参加和总结1848年欧

洲革命经验到1867年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的公开发表,

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进一步发展成熟的阶段。第三阶段从马克

思恩格斯总结1871年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到1895年恩格斯的逝

世,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进行系统阐述和发挥,并

成为欧美各国工人运动的指导思想的阶段。科学社会主义这第一

次重大飞跃是本书第一章到第五章叙述的内容。

    第二次飞跃是列宁把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现实,后来斯大林

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并形成了苏联模式的时期,时间是从19世

纪末到20世纪的50年代初。这是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转

变,世界矛盾的焦点和革命的中心开始由西方向东方转移,世界

历史开始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时期。这一时期的

特点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垄断逐步代替了自由竞争,资产阶级政治

的全面反动逐步代替了“自由主义”政策,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采取了更加尖锐复杂的形式向前发展,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逐渐

发展成熟,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被历史地提上议事日程。在这近

半个世纪的时期里,可以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1894

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是列宁的早期革命活动和创

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的阶段。第二阶段是从1914年到1917

年十月革命前,是列宁创立帝国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革命新理论

的阶段。第三阶段是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到1924年列宁逝世,

是列宁探索落后国家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道路的阶段。第四阶段

是从1924年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是斯大林领导苏联完成国家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创建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阶段。科学社会

主义的这第二次重大飞跃是本书第六章到第九章叙述的内容。

    第三次飞跃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实践,

毛泽东独创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和邓小平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理论的时期。在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和鼓

舞之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

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里取得

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这是科学社会主义

发展史上的伟大创举。在这一时期里,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是毛泽东创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毛泽东思想的阶

段。第二阶段是从1949年到1978年,是毛泽东创造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探索社会主义

建设道路的阶段。第三阶段是从1978年到现在,邓小平创立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阶段。科学社会主义的这第三次重

大飞跃是本书第十章到第十二章叙述的内容。

    恩格斯说过:“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

它当作科学来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①学习、研

究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对于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

国人民来说,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很有意义的。

    首先,学习和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有助于我们完整准

确地理解和把握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

体系,是由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组成的。

为了从整体上把握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必须对它的每一个

重要的原理和观点进行历史的全面的具体的考察。我们知道,科

学社会主义的任何一个基本原理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是一定的

历史条件的产物,都是针对具体问题、通过总结具体经验而形成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6页。



和发展起来的。通过学习、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不仅能使

我们进一步了解科学社会主义这一些重要原理在历史上是怎么产

生的、怎么发展的,而且可以进一步了解科学社会主义一些重要

原理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对于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把握科学社

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无疑是很有帮助的。

    其次,学习和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有助于我们提高识

别各种错误思潮的能力。毛泽东指出:“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

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

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

当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

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

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

发展的规律。”①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是它同形形色色的

社会主义流派和机会主义进行斗争并不断取得胜利的历史,而今

天仍然活跃着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思潮都可从历史上的派别中

找到其思想渊源。因此,学习、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可以

增强我们识别和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能力,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和

各种非科学的社会主义的界限。

    再次,学习和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有助于我们认识和

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从而更好地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

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史向我们揭示了:把科学社会主义与

各个时代和各个国家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

一条最根本的规律。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就

在于它是在社会实践的发展中,不断总结历史经验,不断丰富、

发展的理论。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

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②科学社会主

义没有,事实上也不可能提供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及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81页。



其政党争取解放的现成答案,它只是为人们提供了指导革命和建

设,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提供了活的

行动指南。马克思恩格斯总是以极大的热情关注并参加工人阶级

的斗争实践,创立并丰富、发展自己的理论;列宁为首的俄国工

人阶级和布尔什维克党正是在新的时代背景里,把科学社会主义

和俄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从而把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到新的阶

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正是把科学社会主义和中

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领导中国的改革

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创立了当代中国的

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切

说明,只有遵循把科学社会主义和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具体实际

相结合的道路,才能更好地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

    最后,学习和研究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史,有助于我们坚定社

会主义、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

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时候,社会主义也还只是被人们看成是一

个在欧洲徘徊的“共产主义的幽灵”,当时欧洲的一切反动势力

还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神圣同盟”。到了19世纪70年

代,科学社会主义就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取得了统治地位。1917

年,社会主义终于突破了帝国主义的阵线,首先在俄国取得了胜

利,由科学理论变为千百万人的光辉实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社会主义在欧、亚、拉丁美洲等一系列国家取得胜利,形成了社

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同时并存的局面。尽管在这世纪之交的时候,

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了最严重的挫折,但必将走出目前的低潮而复

兴起来。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

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

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

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

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



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

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

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

但人们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

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惜,不要以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

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①我们回顾过去,展望未

来,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对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对人类的

共产主义前途充满信心。

    本书还有以下几点需要向读者说明:第一,科学社会主义是

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毫无疑义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本书以马克

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为主要线索来叙述

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这并不是说科学社会主义只是几个著

名的领袖人物创立和发展的,与他们同时代的其他无产阶级革命

家、理论家同样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只是因

为篇幅关系只好从略。第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

在欧、亚和拉丁美洲一系列国家取得了胜利,本书只叙述了科学

社会主义在与原苏联、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中的丰富和发展,而

对于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对这一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没有涉

及,这只有在另编国外社会主义的一书中来弥补了。第三,本书

采用、吸收和借鉴了理论界的前辈、老师和及众多专家的研究成

果,未一一加以说明,在书末附一参考文献目录。第四,本书引

用的经典作家的论述,除全集外均是最新版本。如《马克思恩格

斯选集》、《列宁选集》等是1995年的新版。

    本书出版问世的时候,恰逢我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

洗雪百年民族耻辱的前夕,谨以此书迎接这一光耀史册、永世流

芳的庄严时刻的到来!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 - 3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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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    (78)

    三 、 实 现 共 产 主 义 的 社 会 力 量与 革命 道路 ⋯     (8 1 )

  第 三 节 对 未 来 共 产 主 义 社 会 的 科 学 预 测 ⋯ ⋯     ( 8 3 )

    一、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前提 及其经济特征⋯⋯( 83)

    二 、 未 来 共 产 主 义 社 会 的 经 济 规 律 ⋯     ( 8 7 )

    三、共产主义社会是保证人类最全面发展的经济形态

    ⋯(89)

第四章巴黎公社与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 期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

    ⋯(92)

  第 一 节 关 于 马 克 思 主 义 国 家 学 说 的 发 展 ⋯ ⋯     ( 9 2 )

    一、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

    达到自己的目的⋯⋯⋯    (92)

    二、公社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

    政治形式⋯⋯⋯    (95)



    三、在反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捍卫和发展

    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98)

  第二节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发展⋯⋯⋯(102)

    一、共产主义社会两个发展阶段的理论⋯⋯⋯    (102)

    二 、 社 会 主 义 社 会 分 配 原 理 的 制 定 ⋯     (1 04 )

第 三 节 无 产 阶 级 政 党 理 论 的 发 展 ⋯ ⋯     ( 1 0 6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创建民族国家工人政党的思想及其实

    践⋯⋯⋯    (106)

    二、党的理论基础、纲领和策略原则⋯⋯⋯⋯    (108)

    三、党的组织原则和正确开展党内斗争⋯⋯⋯    (112)

  第四节对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非资本主义道路”的研究

    ⋯(114)

    一 、 对 古 代 社 会 的 研 究 ⋯ ⋯ ⋯     ( 1 1 5 )

    二、对东方社会“非资本主义道路”的研究⋯⋯⋯⋯(117)

第 五 章 恩 格 斯 对 科 学 社 会 主 义 的 贡 献 ⋯     ( 1 2 0)

  第一节  《反杜林论》——科学社会主义的系统阐述⋯(120)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及其三个组成部分内在

    联系的阐述⋯⋯    (120)

    二、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内容的阐述⋯⋯⋯    (123)

  第二节整理出版《资本论》二、三卷及其对马克思经济

    理论的补充和发展⋯⋯    (126)

    一、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二、三卷⋯⋯⋯⋯    (126)

    二 、 捍 卫 和 发 展 马 克 思 的 经 济 理 论 ⋯     (1 27 )

  第三节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和政策⋯⋯⋯⋯(133)



    一、马 克思主义在农民同盟军问题上的新任务⋯⋯⋯ (13 3)

    二、实行农业社会主义 改造的科学纲领⋯⋯⋯     ( 13 5)

  第四节关 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捍卫和发展

      (138)

    一 、 无 产 阶 级 革 命 道 路 的 新 探 索 ⋯ ⋯     ( 1 3 8 )

    二、民 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 (14 0)

    三、预测未来的欧洲大战,制定无产阶级维护和平反对

    战争的策略⋯⋯    (142)

第六章  列宁在1893年至1 91 4年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

    ⋯(145)

  第一节列宁主义的诞生⋯⋯⋯    (145)

    一 、 列 宁 主 义 诞 生 的 时 代 特 征 ⋯ ⋯ ⋯     ( 1 4 5 )

    二、科学社会主义在俄国的传播与列宁的早期革命活动

    ⋯(147)

    三、列宁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俄国实际相结合的

    光辉成果⋯⋯⋯    (150)

  第二 节建 立新 型无 产 阶级 政党 的理 论⋯ ⋯⋯ ⋯     ( 1 5 3)

    一、建立新型无产阶级 政党的必要性⋯⋯⋯⋯     ( 15 3)

    二 、 新 型 无 产 阶 级 政 党 的 思 想 原 则 ⋯     ( 1 5 4 )

    三 、 新 型 无 产 阶 级 政 党 的 组 织 原 则 ⋯     ( 1 5 7 )

  第三节  无产阶级政党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策略基础

    ⋯(160)

    一、俄 国社会民主工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16 0)



    二、无产阶级必须而且能够掌握民主革命的领导权

    ⋯(162)

    三、实行武装起义,建立工农民主专政⋯⋯⋯    (165)

    四、不停顿地将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167)

第七章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

    专 政 理 论 的 发 展 ⋯ ⋯ ⋯ ⋯ ⋯ ⋯ ⋯     ( 1 6 9 )

  第一节帝国主义理论的创立和社会主义革命新理论的提出

    ⋯(169)

    一 、 列 宁 创 立 帝 国 主 义 学 说 的 过 程 ⋯     (1 69 )

    二 、 《 帝 国 主 义 论 》 的 主 要 内 容 ⋯ ⋯     (1 72 )

    三、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国或数国首先胜利的理论⋯⋯(174)

  第二节  在革命道路和国家问题上的理论贡献⋯⋯⋯⋯(177)

    一、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策略思想⋯⋯(177)

    二、《国家与革命》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179)

    三、为布尔什维克党制定夺取政权的正确策略⋯⋯⋯(182)

    四、十月革命的胜利使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了光辉现实

    ⋯(185)

  第三节关于过渡时期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新贡献

    ⋯(186)

    一、科学分析过渡时期的经济和政治⋯⋯⋯⋯    (186)

    二 、 对 无 产 阶 级 专 政 理 论 的 新 贡 献 ⋯     (1 89 )

第八章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193)

  第一节  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初探索和基本原则⋯⋯⋯(193)



  一、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初探索⋯⋯⋯    ⋯⋯(193)

  二、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    ⋯⋯(195)

  三、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强大的物质基础⋯⋯⋯⋯⋯⋯(197)

第二节经济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199)

  一、“战时共产主义”的实行及其评价⋯⋯⋯⋯⋯⋯(199)

  二、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的转变⋯⋯⋯(201)

  三、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    ⋯⋯(204)

  四、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    ⋯⋯(206)

第三节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208)

  一、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208)

  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    ⋯⋯(211)

第四节关于执政党和苏维埃政权建设的理论⋯⋯⋯⋯(214)

  一、关于加强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的理论与原则⋯⋯(214)

  二、关于加强苏维埃国家政权建设的理论与原则⋯⋯(217)

第 九 章 斯 大 林 对 科 学 社 会 主 义 的 贡 献 ⋯     ⋯ ⋯ ⋯ ( 2 2 1 )

  第 一节关于苏联一国建成 社会主义的理论⋯⋯⋯⋯⋯ ( 22 1)

    一、关于苏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争论⋯⋯⋯⋯⋯⋯ (2 21)

    二、斯大林对苏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系统阐述⋯⋯ (2 23)

  第二节关于苏联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文化革命的思想

    ⋯⋯⋯⋯(226)

    一 、关 于社 会主 义 工业 化的 思想 ⋯⋯     ⋯⋯ ⋯ ( 2 2 6)

    二 、关 于农 业集 体 化的 思想 ⋯⋯ ⋯⋯     ⋯⋯ ⋯ ( 2 2 8)

    三 、 关 于 文 化 革 命 的 思 想 ⋯ ⋯     ⋯ ⋯ ⋯ ( 2 3 0 )

  第 三节对苏联社会主义社 会若干理论问题的探索⋯⋯ ( 23 2)



    一、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的理论

    ⋯(232)

    二、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国家问题的理论⋯⋯⋯    (235)

    三、关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建设的思想⋯⋯⋯⋯    (238)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与《苏联社会主义

    经 济 问 题 》 的 理 论 贡 献 ⋯ ⋯ ⋯     ( 2 4 1 )

    一、《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的理论贡献⋯⋯⋯(241)

    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理论贡献⋯    (243)

第 十 章 科 学 社 会 主 义 在 中 国 的 传 播 ⋯ ⋯     ( 2 4 8)

  第一节近代中国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思潮⋯⋯     (249)

    一、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    (249)

    二、康有为及其《大同书》中的大同思想⋯⋯    (251)

    三、孙中山的主观社会主义——民生主义⋯⋯    (254)

  第二节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257)

    一、中国思想界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早期介绍⋯⋯⋯⋯(257)

    二、中国早期介绍社会主义的历史特点⋯⋯⋯    (265)

  第三节  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及其世界观的转变⋯⋯⋯ (267)

    一、十月革命后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社会历史条

    件⋯⋯⋯    (267)

    二、李大钊在传播科学社会主义中的贡献⋯     (269)

    三、陈独秀、李达在传播科学社会主义中的贡献⋯⋯(272)

    四、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及其世界观的转变⋯⋯⋯(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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