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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理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3年 12月主持学习
时指出，推动全党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好认识国情，更好认
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势，更好认识历史发展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各项工
作。他强调，我们党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 13亿人口的大国执政，面对着十分
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肩负着繁重的执政使命，如果缺乏理论思维的有力支
撑，是难以战胜各种风险和困难的，也是难以不断前进的。党的各级领导干
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
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提高战略思维能力、综合决策能力、驾驭全局能力。
《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辑要》是 2013年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

目（TJKSHQ1303）的研究成果, 受天津市委宣传部委托编写并资助出版。该
书编写的目的就是为落实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响应全党“原原本本学习和研
读经典著作”的号召，为便于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推进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普及提供一个通俗读本。
我们设计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辑要》写作框架，力求全面展示马克

思主义理论是一个科学的体系，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的
学说，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编写思路上，我们致力于体现马克思主
义的整体性特征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
法上把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是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
上，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主要是：关于客观世界
的本质和规律的观点；关于人的实践和认识经验的本质和规律的观点；关于
社会形态和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观点；关于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作用
的观点；关于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一般规律的观点；关于劳动价值论观
点；关于剩余价值论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必然代
替资本主义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关于无产阶
级政党建设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和建设规律的观点；关于共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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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社会基本特征的观点；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观点。马克思
主义的主要方法包括实事求是的方法、辩证分析的方法、历史分析的方法、
群众路线的方法等。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和实效性要
通过大众化的渠道实现和检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个最重要的要求就是
让广大人民群众看得懂、听的进去。我们在编写过程中，尽量减少一些比较
艰深的学理性讨论，多纳入那些脍炙人口的比较生动的、形象的句子。选取
一些对实践有指导意义的段落，希望对广大读者的学习有所帮助。
《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辑要》主要收集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恩

格斯和列宁的论述，对斯大林的论述也有精选。本书的一个很突出的特色就
是：语录引文主要依据马克思主义编译局出版的最新版本的《马克思恩格斯
文集》（2009）、《列宁专题文集》（200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版（2013）、
《列宁文集》第三版（2013），少量使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1995-
2008）、《列宁全集》（1984-1990）第二版和《斯大林文集》（1985）。
南开大学阎孟伟教授设计了本书的框架，制定了本书的编写思路，通读

了全书并对稿件进行了重要修改和补充。多位学者分别负责各章的内容编
辑和修改工作。具体分工为：杨谦教授统筹全书的编辑写作，并负责第五章、
第六章、第十章；刘娟教授负责第二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孙寿涛教授
负责第三章；孟瑞峰副教授负责绪论、第一章、第四章。还有众多博士分别承
担了各章经典论述的收集、筛选和出处校对等工作。具体分工是：刘锐博士
负责绪论、第一章；魏华博士、邵光学博士、杨文娟博士、杜翠梅博士负责第
二章；李楠博士、李铭铭博士负责第三章；王磊副教授负责第四章；王凡博士
负责第五章；王超博士负责第六章；邵光学博士负责第七章；杜翠梅博士负
责第八章；王超博士、杜翠梅博士负责第九章；杨文娟博士负责第十章。其中
王超博士在整理书稿、编辑排版等方面协助主编作了大量工作。尽管我们数
易其稿，但是由于水平有限，在写作思路和资料梳理中肯定会有诸多缺陷和
不足，敬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我们将在修订版中将其完善。

最后，还要特别感谢天津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李毅、理论处处长袁世军
等同志的信任和支持，感谢天津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林雨女士的辛勤工作，才
使得本书能够顺利出版。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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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一、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历史的产物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
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
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

———马克思：《第 179 号〈科伦日报〉社论》（1842 年 6—7 月），《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20 页

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
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

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
一般表述。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 年 12 月—1848 年 1 月
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4~45 页

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
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 年初—1882 年夏），《马克思恩格
斯文集》第 9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36 页

共产主义的产生是由于大工业以及由大工业带来的后果，是由于世界
市场的形成，是由于随之而来的不可遏止的竞争，是由于目前已经完全成为
世界市场危机的那种日趋严重和日益普遍的商业危机，是由于无产阶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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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和资本的积聚，是由于由此产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
争。共产主义作为理论，是无产阶级立场在这种斗争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
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

———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1847 年 9 月 27 日之前
和 1847 年 10 月 3 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72 页

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以往
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
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
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的设施
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
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 年 5 月—1878 年 6 月），《马克思恩
格斯文集》第 9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9 页

不容置辩的事实是：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在什么地方和什么程度上发
展起来，工人运动也就在什么地方和什么程度上展开和发展起来；社会主义
学说正是在它抛弃了关于合乎人的本性的社会条件的议论，而着手唯物主
义地分析现代社会关系并说明现在剥削制度的必然性的时候取得成就的。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
者？》（1894 年春夏），《列宁专题文集 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05 页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可能有被压迫阶级的即历史上最革命的阶级的
世界上最伟大的解放运动。革命理论是不能臆造出来的，它是从世界各国的
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的总和中生长出来的。这种理论在 19世纪后半期形
成。它叫做马克思主义。

———列宁：《一位法裔社会党人诚实的呼声》（1915 年 8 月），《列宁
专题文集 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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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克思主义是对人类优秀思想文化成果的继承和发展

我的阐述方法不是黑格尔的阐述方法，因为我是唯物主义者，而黑格尔
是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但是，只有在剥
去它的神秘的形式之后才是这样，而这恰好就是我的方法的特点。

———马克思：《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68 年 3 月 6 日），《马
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80 页

一旦我卸下经济负担，我就要写《辩证法》。辩证法的真正规律在黑格尔
那里已经有了，当然是具有神秘的形式。必须去除这种形式。

———马克思：《马克思致约瑟夫·狄慈根》，（1868 年 5 月 9 日），《马
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88 页

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
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
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
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
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跋》（1873 年 1 月），《马克思恩格斯
文集》第 5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2页

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这就是从
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
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
发展形式的简单形态上建立起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
个方法做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
义基本观点的成果。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
年 8 月 3 日—8 月 15 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02~6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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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辑要

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站在圣西门、傅立叶和欧
文这三个人的肩上的。虽然这三个人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
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
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1850 年夏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2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18 页

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
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两个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现
在首先要做的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 年 1—3 月上
半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45 页

首先是三大发现使我们对自然过程的相互联系的认识大踏步地前进
了：第一是发现了细胞……第二是能量转化……最后，达尔文第一次从联系
中证明，今天存在于我们周围的有机自然物，包括人在内，都是少数原始单
细胞胚胎的长期发育过程的产物，而这些胚胎又是由那些通过化学途径产
生的原生质或蛋白质形成的。

由于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说明
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说明各个领域
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
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
年初），《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00 页

同样，我也感到我们还要还一笔信誉债，就是要完全承认，在我们的狂
飙突进时期，费尔巴哈给我们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
年初），《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66 页

在自然界里，正是那些在历史上支配着似乎是偶然事变的辩证运动规
律，也在无数错综复杂的变化中发生作用；这些规律也同样地贯串于人类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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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的发展史中，它们逐渐被思维着的人所意识到。这些规律最初是由黑格尔
全面地、不过是以神秘的形式阐发的，而剥去它们的神秘形式，并使人们清
楚地意识到它们的全部的单纯性和普遍有效性，这是我们的期求之一。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 年 5 月—1878 年 6 月），《马克思恩
格斯文集》第 9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3~14 页

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
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极伟大的代表人物的
学说的直接继续。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 年 3
月），《列宁专题文集 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6~67页

马克思学说具有无限力量，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完备而严密，它给人们
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
妥协的完整的世界观。马克思学说是人类在 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
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 年 3
月），《列宁专题文集 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7 页

马克思以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形成
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通过对经济制度的研究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
基础。马克思继续了他们的事业。他严密地论证了并且彻底地发展了这个理
论。他证明：任何一个商品的价值，都是由生产这个商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
劳动时间的数量决定的。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 年 3
月），《列宁专题文集 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9 页

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商品交换商品）的地
方，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商品交换表现着各个生产者之间通
过市场发生的联系。货币意味着这一联系愈来愈密切，把各个生产者的全部
经济生活不可分割地联结成一个整体。资本意味着这一联系进一步发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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