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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青

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是民族的未来，“中国

梦”是我们的，更是青年一代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需要依靠广大青年的不断努力。

要提高青年人的理论素养。理论是科学化、系统化、观念

化的复杂知识体系，也是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

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青年正处于世界观、方法论形成的关键时

期，特别是在知识爆炸、文化快餐消费盛行的今天，如果能够

静下心来学习一点理论知识，对于提高他们分析问题、辨别是

非的能力有着很大的帮助。

要提高青年人的政治理论素养。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是

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回首近代

以来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展望中华民族充满希望的未来，我

们得出一个坚定的结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

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建立青年人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就必须要对他们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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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

育。

要提高青年人的创新能力。创新是推动民族进步和社会发

展的不竭动力，培养青年人的创新能力是全社会的重要职责。

但创新从来都是继承与发展的统一，它需要知识的积淀，需要

理论素养的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人类社会最为重大的理论

创新，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助于青年人创新能力的提

升。

要培养青年人的远大志向。“一个民族只有拥有那些关注

天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如果一个民族只是关心眼下脚

下的事情，这个民族是没有未来的。”马克思主义是关注人类

自由与解放的理论，是胸怀世界、关注人类的理论，青年人志

存高远，奋发有为，应该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自己，胸

怀世界，关注人类。

正是基于以上几点考虑，我们编写了这套《马克思主义简

明读本》系列丛书，以便更全面地展示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知

识。希望青年朋友们通过学习，能够切实收到成效。

韩喜平  　  

201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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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哥达纲领批判》是马克思1875年写作的一部马克思主

义纲领性文献，针对的是当时德国工人运动的两大派别——德

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和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

派）在德国哥达城合并、组建新党——社会主义工人党而起草

的新党纲——《哥达纲领》草案。所以，要读懂《哥达纲领批

判》，就必须了解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是它

的前身），了解《哥达纲领》草案中充斥的拉萨尔机会主义，

了解德国19世纪中后期的社会现实，就要把马克思的《哥达纲

领批判》放到当时德国乃至欧洲的社会背景下、放到整个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中去理解，这样，才能读懂《哥达纲领批判》。

否则，你可能不知道《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思想的针对

性，读不懂《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是

一部驳论、论战、激烈批判性的著作，你必须知道它批判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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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它攻击的靶子。马克思惯用反问、隐喻、讽刺、嘲弄、引

用等写作手法，使《哥达纲领批判》辛辣、深刻、精彩透辟，

充满战斗性，但同时也增加了阅读难度。所以，读者必须弄清

马克思论战对手的思想观点及其实质。

本书旨在讲解、介绍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为有

兴趣学习、有志于研究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读者扫清阅

读障碍、疑难。为此，本书介绍了《哥达纲领批判》的社会历

史背景，包括当时德国的状况、德国社会民主党、拉萨尔机会

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当时欧洲的发展等，这算是本书的一个特

点。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按照《哥达纲领批判》的逻辑结构，

逐章逐节逐段地讲解，用楷体字引用一段原文，用宋体字讲解

一段。这样会让我们更加深入、细致、全面地把握《哥达纲领

批判》的思想内容。

本书详尽地解读了马克思对拉萨尔超阶级的国家观，幻

想通过普选权、合法斗争、依靠现存普鲁士“国家帮助”建立

“生产合作社”过渡到社会主义，“铁的工资规律”等拉萨尔

机会主义思想的尖锐批判；对共产主义社会两个发展阶段的原

则构想；以及对社会主义时期的分配原则、无产阶级专政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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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深刻阐明。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主义逐条剖析《哥达纲

领》草案的条文，以论战形式一一驳斥了《哥达纲领》草案的

错误观点：

批判《哥达纲领》草案鼓吹拉萨尔“分配决定论”的错

误，阐明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产品和个

人消费品的“按劳分配”原则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共产主

义社会“按需分配”原则。

批判《哥达纲领》草案中“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

的源泉”、“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中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

的”①的错误观点，一针见血地指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

源泉”，劳动只有在具备了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的条件下进

行，才能创造出财富。资产阶级为了掩盖资本主义的剥削实

质，避而不谈生产资料这一生产、创造财富的先决条件，实际

上是让工人阶级在不触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前提下进行革命。

批判《哥达纲领》草案诬蔑农民是“反动的一帮”②，阐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马克思主义简明读本

004

明了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军。

批判《哥达纲领》中散布的资产阶级狭隘民族主义，阐明

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

批判了拉萨尔所谓“铁的工资规律”①是与英国“马尔萨

斯人口论”一脉相承的庸俗工资理论，重新阐述了《资本论》

中的工资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指出雇佣劳动制度、私有制才

是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深刻根源。

批判了拉萨尔依靠现存“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

社”的幻想②，指出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才能建设一

个新社会。

批判了《哥达纲领》草案争取“自由国家”的资产阶级民

主要求③，指出合法手段斗争、向现存国家提出自己要求，是

民主主义的废话、幻想，资本主义国家不是“千年王国”，在

资本主义国家这一最后的国家形式中阶级斗争会发生最后的决

战，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夺取国家政权，实现无产阶级的革命专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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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第一次阐明共产主义社会两个发展阶段的原理。

由于本人能力水平所限，难免有对马克思《哥达纲领批

判》理解不到位，甚至是不当之处，恳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哥达纲领批判》是一部继《共产党宣言》之后的马克

思主义纲领性文献，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

地位和价值。在本书中，马克思根据当时欧洲资本主义的历

史背景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状况，全面系统地批判了

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拉萨尔机会主义，厘清了科学社会主义思

想与非社会主义思想的本质区别，阐述了工人阶级政党的理

论基础和战略、策略思想，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社会的实现途

径、国家制度、发展阶段以及分配制度作了原则构想。从整

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史的发展来看，《哥达纲领批判》一直是

世界各国共产党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克服各种机会主义的思

想武器，发挥了广泛而深远的理论和现实影响。《哥达纲领

批判》距今已经过去140多年，但是这篇经典著作至今仍具有

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指导作用，对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仍有借鉴意义。

通过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哥达纲领批判》的学习，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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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大家会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并用《哥达纲领批判》

的思想精神指导我们今天伟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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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哥达纲领批判》相关情况介绍

第一节　社会历史背景

一、德国的状况

德意志民族的产生是一个延续了许多世纪的过程。当我

们古老的中华帝国经历了周、秦、汉、晋、隋、唐等王朝的更

替，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东方文明后，德意志的史册才刚刚翻开

第一页。

德国历史开始于公元919年。在这一年，萨克森公爵亨利

一世取得了东法兰克王国王位，建立了德意志王国。亨利一世

的儿子鄂图一世继承王位后为了取得所谓上帝授予的皇权，于

公元962年强迫教皇约翰十世在罗马给他加冕，称为“罗马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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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德意志王国便称为“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史

称“德意志第一帝国”。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始终不是

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随着地方封建势力日益强大，皇帝

的权力便不断衰落，形成了不少小诸侯邦国。在这四分五裂的

帝国中，最大的两个邦国是普鲁士和奥地利。

分裂的德意志保持着松散的政治联盟——德意志联邦由

35个君主国（巴登、巴伐利亚、萨克森等）和4个自由市（汉

堡、不莱梅、律贝克、法兰克福）组成。1848年欧洲爆发了资

产阶级大革命，这年3月在德国柏林、维也纳爆发了大规模的

革命，虽然也取得了一些胜利，如赶跑了专制统治者梅特涅，

但最终并没有完成资产阶级自己的使命。马克思、恩格斯积极

投身并从思想上领导了德国革命，提出了共产党在资产阶级民

主革命中“消除分裂局面，建立德意志统一共和国”的任务。

但由于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无产阶级尚不成熟，这一美好愿

望落空。

容克地主资产阶级化的改革成功形势发展的结局是：原本

属于革命对象的德国容克地主迫于形势发展的压力，自己动手

进行了资产阶级化的改革，在封建主义的外壳下把德国推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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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道路，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从而推进了普鲁士的强

盛，为德国统一奠定了基础。列宁把德国这种极具特色的社会

发展方式称作“普鲁士的道路”。

三次王朝战争，德国统一分裂的德意志由谁领导，通过

什么形式实现统一？天性懦弱的资产阶级的软弱，在政治上、

组织上都处于幼稚阶段的无产阶级，都没有力量领导这场势在

必行的德国统一运动，别无选择，只有由最大的两个邦国或普

鲁士王室或奥地利皇室领导，通过自上而下的王朝之间的战争

来解决这一问题。19世纪后半期，普鲁士通过三次王朝战争，

实现了德国在普鲁士控制下的统一。第一次：1864年对丹麦战

争胜利，普鲁士和奥地利迫使丹麦割让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

因地区；第二次：1866年普鲁士奥地利战争，史称“七星期战

争”，奥地利败北，脱离德意志邦联，普鲁士统一了整个北中

部德意志，建立由普鲁士主导的北德邦联；第三次：1870年普

法战争，普鲁士击败法国，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

一世在法国凡尔赛宫加冕为德意志皇帝，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建

立，史称“德意志第二帝国”。从此，分裂了一千多年的德意

志民族，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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