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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恩格斯的本体论思想 1

论恩格斯的本体论思想
*

西方实证主义思潮的共同特点之一是 “拒斥形而上学”，我国近年

来出现的实践人本主义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这个口号，但实质上也是

“拒斥形而上学”的。主张实践人本主义的人认为马克思是地道的实践

人本主义者，当然也是 “拒斥形而上学”的。恩格斯呢? 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他是赞同形而上学的，因而是与马克思对立的 ; 另一种

观点认为他也是 “拒斥形而上学”的，因而是与马克思一致的。究竟

恩格斯对 “形而上学”的看法怎样? 这不仅是一个马哲史问题，也是

一个当代哲学问题，因为它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性质问题，在

纪念恩格斯逝世 100 周年之际讨论一下不是没有意义的。由于 “形而

上学”一词有两种含义 ( 本体论与思维方式) ，本文题目定为 “本体

论思想”，以免混淆。

认为恩格斯否定本体论的同志有两个强有力的根据，一个是 《反

杜林论》中的一段话: “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

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

* 本文发表于 《学术界》1995 年第 3 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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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

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

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①。这段话包含了几点

意思 : ( 1 ) 由于实证科学的发达，包罗万象的哲学原来所研究的领域

已为各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占领，只留下思维领域可以成为一门科学

独立研究的对象。 ( 2 ) 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科学就是形式逻辑和辩证

法。 ( 3 ) 由于每一门实证科学都要谈清楚它在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

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如何理解关于世界总联系的科

学? 我认为只可能是本体论。总之，从这一段话得出恩格斯否定本体

论的结论，根据是相当充分的。

另一个根据是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一段话: “全部哲学，特

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哲学

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

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承认某种方式承认某种创世说的

人……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

义的各种学派”②。哲学基本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 “我们关于我们周

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 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

识现实世界? 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

反映现实? 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

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③ 这里存在着理解上

的分歧。很多同志认为第一方面是本体论问题，第二方面是认识论问

题。按照这种理解，恩格斯当然没有否定本体论。但按照另一种理解，

即第一方面也是认识论问题，因为它不是关于世界本身的问题，而是

关于思维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哲学要研究的不是世界本身，恩格斯就

否定了本体论。还有下面一段话也可以看成是否定本体论: “现代唯物

主义，否定之否定，不是单纯地恢复旧唯物主义，而是把 2000 年来哲

①

②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64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24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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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以及这 2000 年来的历史本身的全部

思想内容加到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上。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

而只是世界观，它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中，而应当在各种

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① 这里当然有理解问题。如果哲

学就是科学的科学，就是本体论，那么，恩格斯也就否定了本体论。

从恩格斯的这些话中究竟能否得出他否定本体论的结论呢? 这里

首先有一个对一些名词、概念的理解问题。

名词、概念问题是经常困扰着哲学研究和哲学讨论的普遍问题。

哲学概念一词多义、一义多词的现象十分普遍，使用又极其自由随便，

人们不知在名词概念上浪费了多少精力与时间。以上出现的一些哲学

术语，人们的理解就颇多歧义。“哲学”的含义就很笼统含糊。学科命

名方式一般说来是很科学的，因而是很明确的，即对象 + 学或论或观，

如生物学、经济学、马克思学、系统论、认识论、真理论、宇宙观、

历史观、人生观等等，但哲学的对象是什么呢? 按对象 + 学的公式，

哲学的对象是 “哲”，哲学即智慧学。但事实上，哲学诚然是一种智

慧，但它的对象却决不仅仅是智慧，在过去几乎无所不包。这里没有

可能追溯哲学史上的哲学家们究竟把自己的哪些学问称作哲学，就以

我们比较熟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它包括了宇宙观 ( 自然观 ) 、历

史观、认识论 ( 方法论 ) 。

人们对本体论的理解也不一致。过去往往把本体论理解为对现实

世界背后的某种东西或构成世界的某种终极东西的研究，这样理解的

本体论不可能成为科学，因为根本没有这种东西，正如灵魂学、神学

不可能成为科学一样。但如果把本体论理解为对客观存在的整体和一

般规律的研究，那么，这个概念是可以有科学内容的，也就是世界观

或宇宙观。这样理解的本体论是哲学的各个组成部分中最根本的，因

为它所研究的对象是最大的和最高的，称之为第一哲学是当之无愧的。

其他哲学组成部分以及各个层次的实证科学所研究的是它的对象的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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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侧面，或一部分，或更低层次。

还有些概念字面上是很明确的，但在使用上是不严格的，因而也

产生歧义。例如认识论，照字面讲就是以认识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科

学，但有时也把它理解为认识方法，例如列宁说辩证法就是马克思的

认识论，指的就是辩证的认识方法。

但是，在使用的过程中，有些概念的某种含义逐渐获得人们的认

同，或多数人的认同，否则哲学交流就成为不可能的了。例如上面提

到的三个概念，其含义多数人认同的大致是 : 狭义的哲学是对世界的

整体及其一般性的研究，即世界观，广义的哲学是对某一领域或某一

侧面的整体及其一般性的研究 ; 本体论是对存在的整体及其一般性的

研究，亦即狭义的哲学 ; 认识论是关于认识的科学。许多概念都有这

种趋势。这是任何科学在形成的过程中必然经历的过程，哲学作为一

门科学在全世界范围内还远没有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门科学

曾经在社会主义国家得到认同，现在也面临严重的挑战，但仍可断言

哲学作为科学正在形成中，因此，哲学概念理解上的分歧是不足为奇

的。下面我们就按照多数人认同的理解来谈一下上面所引恩格斯的几

段话。

我认为硬要把第一段话解释成没有否定本体论是很困难的。恩格

斯所说的 “关于总联系的科学”正好是本体论，他认为是多余的，不

仅如此，留下来还有独立意义的只有思维科学，这样自然观没有了，

历史观也没有了。问题是 : 这是恩格斯的一贯思想吗? 就在 《反杜林

论》这本书中他明明还讲过: “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

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① 问题还不在一两句话， 《反杜

林论》还系统论述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物质与运动、时间与空间等

本体论问题。恩格斯的 《自然辩证法》要建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

观并不排除人类社会，他所要论的自然是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大自然，

他所提出的主要的辩证法规律对人类社会是同样适用的。他还提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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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①

我们几乎可以说恩格斯是自相矛盾的。把他的言论综合起来研究，

可以看出，他的一贯思想不是否定，而是肯定本体论研究。那么，如

何解释他的这些言论呢? 我认为他的这些话是针对旧哲学而言的，而

不是正面系统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组成部分等问题。因

此，说恩格斯这段话在表述上不太清楚是可以的，不能说他前后自相

矛盾，更不能说他否定本体论研究。

也不能说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是否定本体论。说第一

方面是本体论问题是不错的，因为谁是本源、谁是产物，是客观世界

中两部分的存在关系问题，不是认识关系问题，它谈的是谁更根本。

这个问题当然与认识论有关，但它不是认识论本身的内容，而是认识

的前提。第二方面才属于认识论本身。因此，从哲学基本问题理论是

推不出否定本体论结论的。有的同志认为哲学基本问题既然是 “最高

问题” ( 恩格斯语 ) ，恩格斯总是否定了以客观世界作为哲学研究对

象，哲学研究的对象只是精神与世界的关系，即人与世界或人类社会

与自然界的关系。从字面上看，这个推论很有道理，但这未必是恩格

斯的一贯思想。从前面提到的 《反杜林论》和 《自然辩证法》中的思

想来看，很难说精神与世界、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最高问

题或第一个本体论问题。从恩格斯的一贯思想来看，显然世界的物质

统一性、物质与运动等问题，即客观世界的存在、联系和运动的问题

比存在与思维的关系问题更根本，世界的存在、联系和运动是人类社

会、精神出现的前提，甚至是生命现象出现的前提。如果说这个问题

对人类来讲是最重要的，哲学应该用最大的力气来深入地全面地研究

它和解决它，这无疑是正确的 ; 如果说这就是最根本的最高的问题，

就不合适了。有同志认为恩格斯提出的这个理论是对哲学史，特别是

近代哲学的总结，并不完全适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看法是有道

理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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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第三个根据，我想不需要作更多的说明。恩格斯明确讲现代

唯物主义 ( 马克思主义哲学 ) 是世界观，即本体论 ; 它不再是哲学，

即不再是旧哲学 ( 科学的科学 ) 。恩格斯还指出，现代唯物主义在现实

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这不是科学的本体论又是什么呢?

实证主义思潮否定本体论的要害在于否定唯物主义、否定现实世

界的客观存在，即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恩格斯是一个旗

帜鲜明的唯物主义者，不管他的上述言论如何解释，都不可能把他说

成是否定唯物主义的，或超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是一

种本体论，唯心主义也是一种本体论，恩格斯当然反对唯心主义本体

论，但并不一般地反对本体论。一般地否定本体论是实证主义思潮，

恩格斯对实证主义的态度是明确的。实证主义思潮今天仍然是很时髦

的，但它的起源是很早的，在近代休谟主义是它的最早表现形态。对

休谟的不可知论，恩格斯在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

导言中有相当详细的分析和批判。他说: “我们的不可知论者也承认，

我们的全部知识是以我们的感官向我们提供的报告为基础的。可是他

又说: 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感官所给予我们的是感官所感知的事物的

正确反映呢? ……看来的确很难只凭论证予以驳倒。但是人们在论证

之前，已经先有了行动。‘起初是行动’。”① “我们当然不能把我们能

够制造的东西当作是不可认识的。”②

可能有的同志会问 : 今天讨论这个问题，有什么好处呢? 从某种

角度看，确实意义不大。否定本体论并不会否定科学，不会影响我们

正常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我们完全可以不承认现实世界的客观存

在，只要假定它的存在，并在多种活动中同它打交道，就可以照样生

产，照样搞科研，照样生活。事实也是如此，正如恩格斯所说: “我们

的不可知论者只要作出这些形式上的保留，他的言行就像十足的唯物

主义者了，实际上他也是唯物主义者。”③ 看来，任何一个正常人都是

①

②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02 页。

同上书，第 703 页。

同上书，第 7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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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的唯物主义者，否则他无法过正常人生活，不管他在理论上是唯

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或超越唯物与唯心的实证主义者。但是唯

物与唯心问题是一个原则问题、根本问题，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

础、涉及人类社会的共产主义前景，是含糊不得的，不能因为唯物唯

心过去说得太多了，过去在这个问题发生过许多简单粗暴的错误就不

谈了。此外，前面所引恩格斯的几段话是我长久以来感到理解不好的，

翻阅了一些解释恩格斯著作的书，大多几句话就交代过去了，没有把

问题明确提出来再讨论一番。趁此机会提出来向大家请教，我想对于

深入了解恩格斯不是毫无意义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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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哲学思想
*

列宁在大学阶段学的是法律，但他涉猎很广，知识渊博，对经济

学、政治学和各种人文科学都进行过认真的学习和研究。他对哲学的

研究是他研究活动中卓有成效的领域之一，他所撰写的哲学论著以及

非哲学论著中的富于哲理的论述使他成为名副其实的哲学家。

列宁一生的理论活动都是同他的革命实践活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革命实践的需要又推动他

从世界革命的实际和俄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探讨理论问题，丰富和发展

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当然不能例外。

列宁的哲学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阶段。列宁哲学思想

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即 : ( 1 ) 1895—1903 年 ; ( 2 ) 1903 年 ;

( 3 ) 1912—1917 年 ; ( 4 ) 1917—1924 年。这种分期同他的革命实践

和革命理论发展的分期大体上是一致的，下面按时间顺序作一简略的

评价。

* 本文收录于 《新版 〈列宁选集〉导读———列宁主义与社会主义建设》，中央编译出版

社 1995 年 8 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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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列宁在 1887 年上喀山大学以后便开始参加革命活动，同时也开始

学习哲学。1889 年列宁随全家迁居萨马拉，在当地马克思主义小组中

讲解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原理。1893 年列宁来到彼

得堡，在同民粹派的论战中运用并阐明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和辩证

方法 ( 见列宁著 《什么是 “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

人?》，1894 年 ) ; 在同 “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战中运用和阐明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无产阶级性相统一的原理 ( 见列宁著 《民

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1894

年 ) 。当时列宁学习和研究的哲学著作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和普列汉

诺夫的著作。19 世纪末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企图以

新康德主义来取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其修正主义政治

观点作论证。为了弄清修正主义在哲学上的失误，列宁在流放中读了

不少哲学著作。克鲁普斯卡娅当时给列宁母亲的信中曾说: “沃洛佳现

在正努力阅读各种哲学著作 ( 现在这是他的主业 ) ，如霍尔巴赫、爱尔

维修等等。”① 后来，她在回忆他们的流放生活时也说，列宁 “晚上通

常是读哲学书籍———黑格尔、康德和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著作”②。她还

谈到列宁曾写信给林格尼克讨论康德的哲学，说列宁在信中 “总是以

休谟怀疑主义、康德唯心主义的坚决的反对者的身份，拿马克思、恩

格斯朝气蓬勃的哲学同他们作比较，非常委婉但又十分明确地发表自

己的见解”③。可惜列宁给林格尼克的信后来没有找到。俄国工人运动

中的经济派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代表，他们以新康德主义为根据，

崇拜经济斗争的自发性。列宁在批判经济派的过程中阐明了革命理论

和革命政党对革命运动的巨大能动作用 ( 见列宁著 《怎么办?》，1902

年 ) 。

①

②

③

《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53 卷，第 501 页。

《回忆列宁》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80 页。

《回忆列宁》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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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时期列宁在哲学上的贡献，可以分为以下四点加以简略

的评介。

第一，坚持唯物史观基本观点，反对抽象人性论。当时的民粹派

理论家米海洛夫斯基反对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历史的客观实在性和规律

性的观点，宣扬唯心史观，他说， “社会学应从某种空想开始”， “社

会学的根本任务是阐明那些使人的本性的这种或那种需要得到满足的

社会条件”，“社会学家……应当找到实现合乎心愿的事物，消除不合

乎心愿的事物的条件”①。因此，他认为推动历史前进的是杰出的个人

的活动而不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不是人民群众，不是先进阶级。

他说: “具有自己的一切思想和感情的活的个人，冒着风险成为历史活

动家。是他，而不是什么神秘力量提出历史的目标，并且突破自然界

和历史条件的自发力量所造成的重重障碍而推动事变向目标前进。”②

这是典型的抽象人性论，即人道主义唯心史观。列宁旗帜鲜明地批驳

了这种观点，并进一步阐发了唯物史观，提出了著名的论断: “只有把

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

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③ 这是对唯物史观

基本观点的极其准确而精炼的表述，至今经常为人们所引用。那么，

这是否否认人的作用呢? 否。唯物史观不但不否认人 ( 包括个人和群

众 ) 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恰恰相反，也认为 “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

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④，问题在于 : ( 1 ) 人怎样创造历

史，他的活动是否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是否自觉地或自发地受历

史必然性的支配 ; ( 2 ) 在人对历史发展的作用中是少数杰出个人起决

定性作用还是人民群众起决定性作用。列宁对这些问题都作了马克思

主义的回答。他指出历史决不是人的活动的机械的总和，人的活动总

是受社会条件及其规律制约的，因此，人的活动必须与社会发展规律

①

②

③

④

转引自 《列宁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6 页。

转引自 《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 卷，第 359 页。

《列宁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8—9 页。

同上书，第 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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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才能取得成功 ; 而在人的活动中，个人的活动又必须与人民群众，

主要是先进阶级的活动一致。列宁当时运用这些观点分析俄国社会，

指出要摆脱俄国资产阶级的统治只有一条出路，即 “从资产阶级制度

本质中必然产生的出路，这就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

争”①。像民粹派那样以抽象的人性、人的理性和良心来解释人类社会

的发展和提出俄国革命的纲领，只能导致失败。此外，列宁还指出，

唯物史观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它的时候只是一个假设，“自从 《资本

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

原理”②。这一论点能使人更确切地理解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列宁还对

“社会形态”这一概念作了比较完整的发挥，认为马克思不满足于作为

社会骨骼的经济结构，“随时随地探究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上层建

筑，使骨骼有血有肉”③。这一论点有助于反驳那种把唯物史观等同于

“经济唯物主义”的诬蔑。

第二，捍卫唯物辩证法，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米海洛夫斯

基把马克思的辩证方法诬蔑为黑格尔的三段式，说什么马克思用正反

合的公式来 “证明”共产主义的必然性。他指的是马克思关于人类社

会将经历个人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公有制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

即共产主义这一过程的论断。列宁指出，这完全是重复杜林对马克思

的共产主义理论的攻击，并详细引证了恩格斯在 《反杜林论》中对杜

林的批驳来批驳米海洛夫斯基。恩格斯曾指出: “当马克思把这一过程

称为否定的否定时，他并没有想到要以此来证明这一过程是历史地必

然的。相反的，在他历史地证明了这一过程部分确已实现，部分还一

定会实现以后，他才指出，这还是一个按一定的辩证规律完成的过程。

这就是一切。”④ 列宁认为这也是对米海洛夫斯基的有力驳斥。马克思

的结论完全是在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分析了大量事实材料才得出的，

①

②

③

④

《列宁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7 页。

同上书，第 10 页。

同上书，第 9 页。

转引自 《列宁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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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同黑格尔的思辨哲学是完全不同的。倒是民粹主义理论家们从抽象

的 “一般社会”、“一般进步”、“人类天性的某些需要”、“社会全体

人民的利益”出发，满足于一些空洞的漂亮口号，那才是 “纯粹先验

论的、独断的、抽象的议论”，才是 “彻头彻尾的暗淡无光的形而上

学”。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否定的否定规律的运用和举例，列宁曾认

为这 “不过是科学社会主义由以长成的那个黑格尔主义的遗迹，是黑

格尔主义表达方式的遗迹罢了”①。这就根本否定了否定的否定规律，

是不妥当的，后来列宁在 《哲学笔记》中唯物主义地改造并肯定了这

一规律，纠正了这一失误。

第三，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无产阶级性的统一，批判

“合法马克思主义”的客观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些自由资

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但也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企图把俄国革命运动

引向资产阶级的轨道。他们承认，存在一种 “不可克服的历史趋势”，

即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主张这应成为“个人和社会集团合理活动

的出发点”，但反对对这种趋势作进一步阶级分析，列宁把这种强调客

观必然性，却否定其阶级内容的思想倾向称作 “客观主义”。列宁指

出: “唯物主义者贯彻自己的客观主义，比客观主义者更彻底、更深

刻、更全面……唯物主义者不会满足于肯定 ‘不可克服的历史趋势’，

而会指出存在着一定的阶级，这些阶级决定着当前制度的内容，而且

使生产者除了自己起来斗争就不可能有别的出路。”② 列宁所说的 “唯

物主义者”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或历史唯物主义者，他们不是像 “合法

马克思主义者”那样把理论的客观性 ( 科学性 ) 和阶级性 ( 无产阶级

性 ) 对立起来，而是把二者结合起来。因此，列宁说: “唯物主义本身

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作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

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这里所说 “党性”不同于后来列宁在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所说的 “哲学的党性”，而是阶级性 ;

“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就是无产阶级立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

①

②

转引自 《列宁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1 页。

《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 卷，第 3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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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任何理论都是有主体性的，阶级性就是一种主体性。正确的先进

阶级立场是一种理论的科学性的保证，而那种标榜 “纯客观”的客观

主义是虚伪的，是其阶级立场的遮羞布。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科学性和

无产阶级性的高度统一。

第四，阐明革命理论的重要作用，批判经济主义对自发性的崇拜。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经济主义派别把唯物史观歪曲成庸俗经济决定

论，崇拜经济斗争的自发性，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政党和政治斗争

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重要作用。他们说，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

说，各个阶级的经济利益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所以，无产阶级为自

己的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斗争对它的阶级发展和解放斗争也应当有首要

的意义，“不可能把推翻专制制度当作群众性工人运动的首要任务”①。

这些观点阻碍了刚刚建立起来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无产阶级革命运

动的顺利发展，受到了列宁的有力驳斥。列宁指出，“根据经济利益起

决定作用这一点，决不应当作出经济斗争 ( 等于工会斗争 ) 具有首要

意义的结论，因为总的说来，各阶级最重大的、‘决定性的’利益只有

通过根本的政治改造来满足”②，这是对经济利益与政治斗争的辩证关

系的正确理解。列宁认为唯物史观决不忽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而是

极端重视理论宣传和组织领导对推动革命运动的重要性。列宁指出，

自发的工人运动只能走向改良主义的工联主义，而不可能产生出科学

社会主义，因为它是一门科学，只能由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的通晓

人类优秀文化、投身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优秀知识分子创立出来。因

此，掌握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应该向广大工人群众 “灌

输”社会主义理论，使他们觉悟起来，自觉为自己的根本利益进行斗

争。他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而这也就是他当时的

主要工作。因此，列宁说: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

动。”③ 这不是说不会有工人运动，而是说不会有自觉的革命运动。列

①

②

③

《列宁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32 页。

同上书，第 333 页。

同上书，第 3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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