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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亲密的革命战友，共同为

共产主义的事业无私付出，他们是无

产阶级革命者的伟大导师。

马克思 
1818年5月5日，马克思出生于德国莱茵省

特利尔城，父亲是当地著名律师。在父亲的影响

下，马克思的演讲才能和逻辑思维能力得到了极

大的提高。中学毕业以后，马克思在父亲的安排

下，进入著名的波恩大学学习法律。可是，当时的

波恩大学受社会环境影响，已经没有良好的学习气氛。

一年后，马克思转入柏林大学法律系。

当时，大哲学家黑格尔已经去世，德国的哲学界出现两种对立的派别：一种是

“老年黑格尔派”，他们支持普鲁士政府的专制统治，拥护专制政权；另外一种则是

“青年黑格尔派”，他们强烈反对专制统治，渴望民主政治。马克思在柏林大学学习

期间，加入了“青年黑格尔派”，并且积极地参加他们组织的活动。

大学毕业后，他开始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纸《莱茵报》撰稿，1842年10月担任

了该报的主编。在那里，他经常站在民众一边，替老百姓说话，所以《莱茵报》的销

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他的耿直得罪了普鲁士政府，他们查封了《莱茵报》。马克

思非常气愤，离开报社去了法国巴黎。

在巴黎，马克思经常到工人家去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还经常参加工人组织的

会议。由于长时间和工人在一起，马克思逐渐认识到，要想全面提高全人类的思想觉

悟和文化水平，使工人阶级成为社会的主人，就必须建立一种没有剥削、没有压迫、

人人平等的新型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而要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必须付出实际的行

动。从此，马克思的一切革命活动都围绕着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个宗旨，最后成为伟

大革命理论的奠基者、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伟大导师。

 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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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
恩格斯的父亲希望恩格斯继承自己的

事业，成为大资本家，所以在恩格斯中学还

没读完时，就强迫他走出校门学习经商。恩

格斯虽然非常不满，但还是听从了父亲的安

排，到了一个小营业所上班。

18岁时，恩格斯去了德国北部一个重要

港口城市——布莱梅。那里思想比较自由，

又没有父亲严厉的约束，恩格斯过得非常开

心。他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知识。更为

重要的是，恩格斯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刊，

受到了不少新思想的熏陶，他对工人等无产

者更为同情了。他认识到，要改变工人的生活状况，就必须彻底推翻当时的社会制

度。于是他开始积极寻找推翻资本主义的道路和方法。

20岁时，恩格斯靠着自己的刻苦学习，掌握了英、法、意、西班牙、希腊、拉丁

等十几种外语。在服兵役期间，他还经常到柏林大学旁听，接触到各种专业知识。

1842年，恩格斯与正在主编《莱茵报》的马克思相见了。但是马克思刚开始对他

并不了解。后来，恩格斯去了英国曼彻斯特。在那里他发现，英国工人为了自由、平

等、幸福，已经和资产阶级作了很长时间的斗争。经过广泛深入的调查，恩格斯写了

一篇《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文章，把它寄给了时任法国《德法年鉴》主编的马克

思，那时马克思已经离开了《莱茵报》。

马克思及时地刊登了这篇文章，并回信给恩格斯，希望他能把英国工人阶级

所面临的问题详细地反映出来。恩格斯查阅了大量的官方文件资料后，写成了一本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本书为之后的工人阶级斗争指明了方向，促进了工人运

动的发展。之后，这两个伟人开始为共同的理想而奋斗，并取得了非

凡的成就。

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

言》在伦敦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共产党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一个

纲领性文件，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名人档案

1820年，恩格斯出生于德国莱茵省巴门市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开着一家很大的纺织厂，恩格斯从小就有着良好的生活条件。



年9月28日，“国际

工人协会”在伦敦成

立，也就是“第一国际”。各国

工人在这个组织的领导下开

展运动，掀起了工人运动的

高潮。

时机成熟 
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圣马丁教堂，为了声

援波兰人民反抗沙皇统治的斗争，英国和法国工人

在这里召开了会议。

工人们踊跃发言，现场的气氛十分热烈。马克思看到这种场面，非常兴奋。他觉

得组成一个全世界的工人联合组织的时机已经成熟。

于是，在马克思的支持下，各国工人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也就是“第一

国际”。他们还通过选举的方式成立了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后改称“总委员

会”。马克思被选为总委员会委员，德国通讯书记。

风波骤起 
1864年10月18日，马克思参加了一个会议。总委员会的领导们在会上争得面红耳

赤。原来，他们在起草“第一国际”的纲领和章程，而各国代表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

歧。意大利代表要求把意大利工人协会的章程，作为第一国际的章程。而英国代表则

认为工人阶级应该为了经济利益而斗争。

马克思非常焦急，认为如果这样下去，就将背离组建第一国际的实质和意义。

于是10月28日这天，马克思向总委员会提交了自己修改过的《第一国际成立宣

言》和《第一国际共同章程》。总委员会一致通过了这些文件。

 第一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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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1864年
● 国家：英国、法国

世界五千年档案

普鲁东认为应该取消国家、取消政党，世界上所有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受任何约束。这种思想虽然根本就行不通，却得到了不少国家许多人的支持。

知识链接



开展斗争 
第一国际成立后，各国工人立刻在它的组织下开展运动，掀起了国际工人运动的

高潮。如1866年英国工人大罢工、1867年法国工人大罢工、1868年日内瓦工人大罢工

等，都是在第一国际的有力支持下取得了胜利。

第一国际不仅支持各国工人反对资产阶级，争取自己应有的权益，还要同各种机

会主义者作斗争。这些机会主义者的代表主要有普鲁东主义和巴枯宁主义。

在艰巨而复杂的斗争中，第一国际不断发展壮大，各国工人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它

的周围，开展着无产阶级的反抗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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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18日，巴黎无产阶级进行了一次武装斗争，旨在推翻资

产阶级的统治和压迫。这次武装斗争拉开了无产阶级推翻资

本主义制度的序幕，这就是法国3月18日武装起义。

人民的意愿 
色当战役后，普鲁士军队长驱直入，占领法国整个东北部，继续向巴黎推进。法

国广大人民群众坚决要求武装抵抗普鲁士的侵略，而自称“国防政府”的资产阶级临

时政府，却害怕武装起来的巴黎人民威胁自己的权益，加快了投降的步伐。不久就签

订了卖国条约。

如此一来，法国被全面解除了武装，并且还要赔偿普鲁士50亿法郎，将阿尔萨斯

全省和洛林省的一部分割让给普鲁士。这使法国人民感受到了莫大的侮辱。巴黎工人

组成国民自卫军，开始武装保卫祖国。但是，求和派头目梯也尔为了使当权政府向普

鲁士投降，在1871年3月17日晚上偷偷举行了秘密会议，商讨解除国民自卫军武装力

量的办法。梯也尔会议结束后就开始部署军队，强行占领了国民自卫军的停炮场、工

人居住区和交通要道。在此危急时刻，国民自卫中央委员会决定以武力还击反

动政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生死搏斗开始了。3月18日，人

们从四面八方冲入市中心，经过浴血战斗，国民自卫军拿下

了政府军参谋部、警察局、巴黎圣母院等据点，然

后迅速展开反扑，反动政府的军队猝不及防，

迅速溃败。到了晚上8点钟，国民自卫军领导

人瓦尔兰、别尔热尔和阿尔诺德所率领的队伍

攻向市政厅，没过多久就攻破大门，占领了市

政厅。当鲜红的军旗在市政楼顶随风起舞的时

候，巴黎人民武装起义宣告成功。

 3月18日武装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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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壮举 
兵败之后梯也尔逃到凡尔赛，

手中仅有不足1万残兵。为

了反扑，夺回统治权。梯也尔开始集合反动政府军的散兵游勇，并请求俾斯麦释放政

府军战俘。经过一系列措施，梯也尔重新拼凑出一支军队向巴黎进军。此时，巴黎陷

入了各方敌军的重重包围，一边是梯也尔从凡尔赛出发的反动军，一边是15万普鲁士

大军，巴黎公社的生死存亡岌岌可危。5月21日下午，梯也尔率军从对克卢门攻入巴

黎，为了力保巴黎公社，巴黎的无产阶级民众积极响应，无论老幼病残，全都拿起武

器共同抵抗来自四面八方的敌人，他们在街道上筑起街垒，点燃大火，一场惨烈而举

世闻名的大战开始了。到了22日拂晓，约10万敌军进入巴黎市区，并占领了大部分重

要设施。25日，公社战士在塞纳河畔与敌军发生激战，直至弹尽粮绝，没有弹药的公

社战士举着大刀就冲了出去，与敌军展开肉搏战。27日，敌军已经占领巴黎绝大部分

地区，并且开始围攻最后的两个工人区。公社战士浴血奋战，虽然在人数和装备上占

绝对的劣势，但他们视死如归，毫不退却。在拉雪兹神甫墓地，200名热血战士与拥

有5000人的凡尔赛反动军队进行了惨烈的肉搏，终因寡不敌众，被俘的战士在墓地的

一堵墙下遭到屠杀。这堵墙就是永远为世界无产阶级纪念的“公社社员墙”。28日下

午4点，公社战士坚守的最后一个街垒被攻克。巴黎人民武装起义失败。占领巴黎的

反动军四处屠杀公社战士，据统计，共有7.29万人在作战中牺牲，接近3万军民被反

动军枪杀，另外还有超过6万人被流放或者抓进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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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是俄国人民在以列宁为

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进行

的社会主义革命，因发生在俄历10月
而得名。

十月革命的相关背景 
1905年1月9日，俄国最后一个沙皇尼古

拉二世以“工人想摧毁冬宫，杀害沙皇”为借

口，下令军队向请愿的工人群众开枪，这就是

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流血的星期日”。

之后，本来就处于饥寒交迫之中的俄国人

民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革命风暴。接着，尼古拉

二世为了对外掠夺和转移人民斗争的视线，把俄

国拖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俄国在战争中伤

亡惨重，屡遭失败，这更加引起了广大人民的强烈不满。

1917年3月8日，彼得格勒的工人在残酷战争的煎熬下，饿着肚子走上了街头。

沙皇尼古拉二世吓坏了，赶紧派人前去镇压。在工人们的感召下，不少士兵公开站到

了革命的一边。就这样，二月革命冲垮了统治俄国长达304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出现

了历史上罕见的两个政权（一个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一个是工农兵代表的苏维埃政

府）并存的局面。1917年4月17日，列宁在布尔什维克的会议上提出从资产阶级民主

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指明了革命发展的前途，这就是《四月提纲》。

1917年７月１日，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贸然向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发动进攻，短

短10天内使俄军损失6万人。这个消息让彼得格勒的革命群众非常激动，他们于７月

16日走上街头，要求临时政府把全部政权归还给苏维埃。临时政府派出军队进行血腥

的镇压，打死打伤了600多名工人，这就是著名的“七月流血事变”。它让人民进一

步看清了临时政府反革命的丑恶嘴脸，而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也随之结束了。

 革命光芒照亮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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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格勒武装起义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晚9时，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打响了武装起义的

第一炮。

20多万革命士兵和起义工人很快占领了彼得格勒的各个战略要地，临时政府总理

克伦斯基坐着美国大使馆的汽车狼狈而逃。上午10点的时候，列宁起草的《告俄国公

民书》散发到人民手中，它宣布了临时政府的垮台。但是临时政府仍然不甘心就此罢

休，革命军事委员会向他们下达的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书也遭到拒绝。晚上9点45

分，总攻的信号发出以后，赤卫队员和革命士兵敏捷地越过街垒，冲向冬宫，并与冬

宫内临时政府的成员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直至8日凌晨，临时政府的成员（除克伦斯

基逃跑外）全部被擒，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在人们的欢呼声中落下了帷幕。

十月革命的影响 
十月革命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改变了俄国历史的发展

方向。它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统治，极大地鼓舞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殖民

地、半殖民地及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马克思列宁主义传遍了世界，甚至对整个人

类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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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前的德国，走过的是一条

       分裂、统一、崛起，然后又冒

险、失败的道路。在经历了中世纪的

强盛、文艺复兴后的短暂耻辱后，在

19世纪后半叶，德意志开始了新的崛

起。重新统一、再次崛起的德国，开

始在国际社会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局势的变化 
德国最早是一个松散的、封建势力割

据的联邦制国家。北部的普鲁士从18世纪

开始实行工业化，逐渐强大起来。1870

年，普鲁士战胜了奥匈帝国和法国，排除

了内、外阻力，统一了德意志，建立了德

意志帝国。

与此同时，原来分裂为8个小邦的意大利，也从19世纪中期开始以撒丁王国为核

心逐步扩大。撒丁王国趁着普法战争和法军撤出罗马的机会，派军进入罗马，完成了

统一大业，组建了意大利王国。

结下仇怨 
战争宣告了局势的变化。

法国最先暗中阻挠普鲁士的统一计划，后来又为争夺利益而引发了普法战争。最

后法国大败，普鲁士大获全胜，两国签订了《法兰克福条约》。这个条约对作为战败

的法国来说，条件极为苛刻。普法战争对心高气傲的法国人来说是一次严重的打击，

自此两国结下了仇怨。

 战争阴云不断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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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帮结派 
普鲁士领导下的德

国，以强盛的姿态出现在欧洲各

国面前，这让其他老牌殖民国家大

为恐慌。

首先是俄国，看德国越

来越强大，感觉自己受到

了威胁。然后，奥匈帝

国也坐不住了。它原本

在北面可以左右分裂的

德意志，南面又可以对意

大利北部施加影响，东、西

可以协调法、俄两国之间的关系。

现在它则再也不能左右逢源。德、意的强

盛，让它深感不安。这时候，德国也清楚地认识到，

自己必须与法国或者俄国搞好关系，否则两面树敌。于是德国便先向俄

国示好，而后又去拉拢孤立无援的奥匈帝国。于是，三个国家在1873年建立了“三皇

同盟”。

后来，因为巴尔干半岛问题，俄、奥之间产生

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俄国觉得德国偏袒奥匈帝国，

于是在1878年退出了“三皇同盟”。这样，“三皇

同盟”就成为德、奥两国同盟。而在地中海南岸掠

夺殖民地的意大利，因为在与法国的争夺中失利，

所以想和德国结盟，共同对付法国。1882年，德、

奥、意形成“三国同盟”。

德、奥、意三国同盟的形成，给其他国家带

来了强大的压力。法、俄开始拉拢英国。于是，

英法、英俄分别于1904年和1907年签署协约。

自此，与“三国同盟”相对立的“三国协约”

出现了，欧洲6个强国恰好形成3对3的阵势。这

6个国家，即将打一场世界性的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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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1870～1907年

● 国家：德、意、法、俄、奥、英

世界五千年档案

《法兰克福条约》规定，法国要

把阿尔萨斯全部和洛林省的一部分割

让给德国，还要赔偿50亿法郎。在赔

款付清之前，德军留驻巴黎及法国北

部诸省，占领军费用由法国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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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拉热窝事件 

世纪初的欧洲，群雄并起。尤其是德国的崛起，已经开始改变世界

的政治版图。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德国迫切需要一次机会来

展示自己强大的力量。同时，英、法等传统强国，面对德国的挑战，也

做出了积极备战的姿态。到了1914年，欧洲的火药味已经愈发浓厚，敌

对的联盟之间剑拔弩张，只要一个小小的火星便会将其点燃。

阴云密布的巴尔干 
巴尔干地区处在欧洲的中心，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历史上是兵家必争之地。20世

纪初，处于巴尔干地区的黑塞哥维那和波斯尼亚被奥匈帝国所吞并。哪里有压迫，哪

里就会有反抗。这句话用在巴尔干地区再合适不过了。奥匈帝国占领下的黑塞哥维那

和波斯尼亚，被压迫的斯拉夫人不断地进行着反抗，各种激进的地下民族组织，用暴

力手段来抵抗奥匈帝国的统治。而在这些抵抗组织的背后，是塞尔维亚政府的支持。

同处于巴尔干的塞尔维亚，通过武装

斗争，摆脱土耳其的统治后，励精

图治，希望改变斯拉夫人被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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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的命运。同时，俄国也在背后支持塞尔维亚，帮助其对抗奥匈帝

国。面对这种复杂的局势，奥匈帝国对于抵抗势力采取的是高压政

策，武装镇压了不少暴动，暂时稳定住了局势。但是，这种举动反

而激发了更多的斯拉夫青年投身于抵抗运动，一些

严密的抵抗组织也相继成立。比较有影响力的是

“黑手会”和“国防会”，他们的成员已经渗

透到了巴尔干地区的各个阶层。而且他们将办

事机构设在塞尔维亚，从而避免了奥匈帝国的

报复。

作为黑塞哥维那和波斯尼亚抵抗运动的

背后主使，塞尔维亚早就成为了奥匈

帝国的眼中钉、肉中刺。奥匈帝国已

经在和自己的盟友德国，秘密商讨对

塞尔维亚作战的计划，决定在一个特殊

的日子举行军事演习，那就是塞尔维亚的

沦陷日——6月28日。在几百年前的

这一天，塞尔维亚被吞并。在这

一天举行军事演习，极大地刺激了斯拉夫人的激进组织，他们扬言要报复。就在这

时，奥匈帝国的宣传机构宣布，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将会前往

萨拉热窝观看演习。于是，一个震惊世界的事件

即将发生。

震惊世界的枪声 
在萨拉热窝，一处并不起眼的公寓内，

黑手会的一群年轻人正在屋里交谈着。在屋

子中央有一张大桌子，桌子上摆放着萨拉热

窝的地图。一名褐色头发的年轻人，站起身说

道：“我已经把大致的情况说清楚了，大家有

什么疑问吗？”一个相貌老实的年轻人问道：

“察布里诺维奇，你是第一个行动的，要是

你失败了，我们怎么办？”察布利诺维奇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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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1914年

● 国家：奥匈帝国、俄国、塞尔维亚等

世界五千年档案

塞尔维亚极端分子为了刺杀斐迪

南，准备了3套刺杀方案，并布置了7

名刺客。整个刺杀过程非常不顺利，

但是充满了巧合，这也从另外一个方

面证明了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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