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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

全文约3.78万字。 列宁写于1893年， 1923年初次发表。

这是至今发现的最早的列宁的文章。

1891年， 俄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弗·叶·波斯特尼柯

夫发表了 《南俄农民经济》 一书， 该书极为详尽周密地描述了

南俄三省农民经济， 并采用了分类考察而不是依据平均数的正

确研究方法， 但该书作者忽视了农民经济的一切变动都是在资

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总背景下发生的。 列宁写的这篇文章是对波

斯特尼柯夫著作的评论， 也是为了批判民粹派的村社可以作为

社会主义基础的观点。

列宁指出， 在富裕农民添置建筑物、 机器和土地的现象

中， 已经包含着剥削因素： 富裕农民既租进远远超过需要的土

地， 也就夺取了贫苦农民生产食物所需的土地； 他们既扩大经

营规模， 也就需要追加劳动力， 也就需要雇佣工人。 列宁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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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波斯特尼柯夫的关于劳动生产率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而提

高的结论的确具有很大意义， 但关于这一规律使小农业失去其

经济意义的观点却不正确。 列宁指出， 要证明小经济必然为大

经济所排挤， 只确定大经济获利较多是不够的， 还必须确定商

品经济能压倒自然经济， 因为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 产品是供

生产者自己消费而不进入市场， 低廉的产品不会在市场上同昂

贵的产品相遇， 因此也就不可能排挤它。

在农户的收入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 波斯特尼柯夫只谈到

了农户的商业面积对于国家的意义， 但列宁指出， 还必须从整

个经济中划分出它的市场面积， 这是很重要的。 对于国内市场

有意义的绝不是生产者的全部收入， 而只是他的货币收入。 是

否拥有货币绝不是由生产者的富裕程度决定的： 从自己那块土

地上得到足够自己消费的产品而从事自然经济的农民， 是享受

到富裕生活的农民， 但是他没有货币； 相反， 半破产的、 生活

不富裕的农民， 却有货币。 所以， 任何关于农民经济及其收入

对于市场的意义的论断， 如果不是以计算货币收入部分作依

据， 那是不会有丝毫价值的。

列宁指出， 波斯特尼柯夫的资料表明， 各类农民的农业经

营同市场的关系是极不相同的， 这也使农民分裂为不同类别：

上等户使用雇工来耕种， 下等户必须提供大量外出谋生的劳动

力； 租进变穷了的那类居民的份地， 雇用不再自己种地的农民

当雇农， 这已经不只是悬殊， 而是直接的剥削。 因此， 不能只

按财产状况把农民分为几个阶层， 而应当看到农民质的区别，



003    

而波斯特尼柯夫对此没有给以足够重视。

波斯特尼柯夫的另一大缺点是没有提出下等户农民的经营

性质问题， 列宁对此指出， 虽然多数农民也有小块播种面积，

但他们的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还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所有这

类农民， 更像是雇佣工人， 而不像是耕作者业主。 列宁指出，

生产资料大大超过中等农民， 因此具有更高劳动生产率的富裕

农民， 是全区农产品主要的、 压倒其余两类的生产者， 按其性

质上说， 这类农民的经营是商业性的， 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

剥削雇佣劳动上的。 既然承认各个农户之间不仅有量的差别，

而且有质的差别， 那就必须把农民不是按 “富裕程度” 而是按

经营的社会经济性质分类。

在谈到农村中进行的斗争时， 波斯特尼柯夫认为， 这种斗

争在将来决不会促进村社原则和协调原则的发展， 这种斗争不

是村社传统和个人主义之间的斗争， 而是纯粹的经济利益的斗

争， 由于缺少土地， 这种斗争必然以一部分居民的不幸结局而

告终， 经济上的一切弱者不管怎样迟早总是要被抛出农民耕作

业之外的。 列宁指出， 这些意见及其对问题的正确解答， 并与

农民分化的现象完全吻合， 但还必须进一步与商品经济的发展

联系起来。 列宁指出， 一方面， 如果农民认为把自己的播种面

积扩大到远远超过自己对粮食的需要是有利的事， 那是因为他

可以出卖自己的产品。 另一方面， 如果农民认为放弃经营去当

雇农是有利的事， 必须出卖点什么； 而既然他在出卖自己的产

品时， 在市场上碰到了他无力与之竞争的对手， 那他就只能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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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自己的劳动力。

总之， 供出售的产品的生产是上述现象滋长的基础。 农民

中产生经济利益斗争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存在着一种使市场成为

社会生产的调节者的制度。

——— 《列宁全集》第1卷第1～55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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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所谓市场问题》

全文约3万字。 列宁写于1893年。

市场问题是当时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民粹派论争

的重要问题之一。 当时流行的民粹派的观点认为， 由于人民大

众贫穷化， 市场有完全停闭的趋势， 资本主义不可能充分发

展， 并由此得出资本主义在俄国是一种软弱无力、 没有根基、

不能囊括国内全部生产、 不能成为俄国社会经济基础的东西，

没有市场， 这是俄国民粹派经常提出来反对马克思主义者、 否

认马克思的理论适用于俄国的最主要的论据之一。 列宁写的这

篇文章是为了驳斥民粹派的这一论据。

列宁在文中运用马克思的 《资本论》 中关于社会总资本再

生产过程中两大部类交换的公式， 指出从马克思的公式中得出

的唯一正确的结论是，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生产资料生产的增

长比消费资料的生产增长得快， 这个结论是直接根据 “资本主



006    

义生产创造了以往各个时代无法比拟的高度发展的技术” 这一

原理而得出的。 这就纠正了当时 《市场问题》 一文的作者格·

勃·克拉辛在论述马克思这一公式时的错误， 即资本主义积累

不依赖任何直接生产者， 不依赖任何居民阶层的个人消费， 社

会生产将在消费资料生产完全停滞的情况下， 单纯依靠制造生

产资料的生产资料来增长。

列宁还指出， 仅弄清一般资本主义是如何发展的， 这丝毫

不能解决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 “可能性” （和必然性） 的问题。

而克拉辛正是从抽象的原则出发， 在批判民粹派的观点时， 却

又得出了与民粹派完全一致的结论。

列宁在详细分析了自然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各个阶

段后指出， “市场” 这一概念和社会分工 （即马克思所说的任

何商品生产， 因而也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共同基础） 这一概念是

完全分不开的。 哪里有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 哪里就有 “市

场”， 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发展到什么程度， “市场” 就发展到

什么程度。

市场量和社会劳动专业化的程度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列宁

还指出， 这一论点丝毫也不否定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国外市场就

不能生存的论点。 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 生产和消费的平衡

只有经过一系列的波动才能达到， 生产规模越大， 它所依靠的

消费者范围越广， 这些波动也就越厉害。 因此很明显， 当资产

阶级的生产达到很高的发展程度时， 它就不可能局限于本国的

范围： 竞争迫使资本家不断扩大生产并为自己找寻大量推销产



007    

品的国外市场。 资本主义国家必须有国外市场， 显然丝毫不违

背下述这个规律， 即市场不过是商品经济中社会分工的表现，

因而它也和分工一样能够无止境地发展。

列宁指出， “人民大众的贫穷化” （这是民粹派所有关于市

场的议论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不仅不阻碍资本主义的发

展， 相反， 它本身就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是资本主义的条

件并且在加强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需要 “自由工人”， 而贫穷

化也就在于小生产者变为雇佣工人。 大众变穷而少数剥削者发

财， 小企业破产和衰落而较大的企业加强和发展， 这两个过程

都促进市场的扩大： 从前靠自己的经济过活的 “变穷了的” 农

民， 现在靠 “外水” 即靠出卖劳动力过活， 现在他不得不购买

必需的消费品； 另一方面， 这种农民所丧失的生产资料则集中

到少数人手里， 变成资本， 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也就进入市场。

只有用这一点才可以说明， 农民在改革后时代遭受大量剥

夺的结果， 不是缩小而是增加了全国总生产量和扩大了国内市

场。 这一结论丝毫也不否认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

的矛盾： 工人作为商品的买者， 对市场来说是重要的， 但他们

作为劳动力的卖者， 资本主义社会的趋势是把它的价格限制在

最低限度。 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消灭了， 这个矛盾才能

消灭。 但民粹派把这个矛盾看作阻碍俄国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

东西是十分荒谬的。 同时， 在讨论资本主义发展和市场扩大的

关系时， 也不能忽略一个毋庸置疑的真理， 即资本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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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引起全体居民和工人无产阶级需要水平的增长。 这是由于

产品交换的频繁， 也是由于工人无产阶级的密集造成的， 这种

密集提高着这个阶级的觉悟程度和人的尊严感， 使他们有可能

同资本主义制度的掠夺趋向作有效的斗争。

列宁在批驳民粹派否定资本主义发展的观点时还指出， 没

有本领解释资本主义， 耽于空想而不愿研究和弄清现实， 结果

必然否定资本主义的意义和力量。 就好像资本主义是一个身患

绝症的患者， 无从汲取发展的力量。 即使我们说这个患者能靠

“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 的生产来发展， 那也只能使他的

病况得到微不足道的几乎觉察不出的好转。 为此就需要发展资

本主义的技术， 而 “我们看到” 的恰恰是没有这种发展。 这就

需要使资本主义囊括全国， 而民粹派却说 “资本主义绝不能普

遍地发展起来”。 其实， 无论资本主义的发展或人民的贫穷化

都不是偶然的。 这是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

伴侣。 市场不过是这种分工和商品生产的表现。

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不仅是可能的， 而且是必然的， 因为

社会经济既然已建立在分工和产品的商品形式的基础上， 技术

进步就不能不引起资本主义的加强和深入。 列宁指出， 在俄国

当前社会经济中的占主要地位的现象正是小生产者的分化， 正

是商品经济把俄国 “村社” 农民也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

级。 小生产者的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趋向， 清楚地表明资本主义

和大众的贫穷化不仅不互相排斥， 反而相互制约， 并且无可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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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地证明， 资本主义现时已经是俄国经济生活的基本背景。 因

此， 说 “市场问题” 的答案就在于农民分化这一事实中， 并不

是什么奇谈怪论， 相反， 只有民粹派的议论才是荒谬的。

——— 《列宁全集》第1卷第56～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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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笔记》

该书汇集了列宁1895～1916年所写的有关哲学的读书摘

要、 评注、 札记和短文， 主要包括1895年对马克思、 恩格斯

的 《神圣家族》 和1909年对费尔巴哈的 《宗教本质讲演录》

两书的摘要； 1914～1916年的笔记， 包括对黑格尔的 《逻辑

学》、 《哲学史讲演录》 等著作的摘要， 以及列宁的 《黑格尔辩

证法 （逻辑学） 纲要》、 《辩证法的要素》， 1915年 《谈谈辩证

法问题》 等提纲和短文。

这部著作以辩证法思想为中心， 同时涉及认识论、 逻辑、

历史唯物主义、 哲学史和自然科学哲学等方面的问题， 内容极

为丰富。 他认为， 辩证法作为关于客观世界的一般规律的科

学， 它是世界观； 作为人类认识史的总计、 总结和关于人类认

识的发展规律的科学， 它是认识论； 而作为关于人们借以进行

正确思维的规律和方法的科学， 它是逻辑学 （也是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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