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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１８４８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 《共产

党宣言》问世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历了

一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它曾创造过高歌猛进

的英雄业绩，也遭受过沉痛的挫折和失败。当

回首社会主义运动的风雨历程时，人们不能不

深思：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为什么如此曲折多

舛？这就要求我们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也

就是要探求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我们正确而科

学地揭示社会主义本质。只有从根本上对社会

主义本质进行认识，才能更好地体会社会主义

制度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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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

（一）社会主义名字的由来

“社会主义”一词源于拉丁文。它是一种

经济社会学思想，主张或提倡整个社会作为整

体，由社会拥有和控制产品、资本、土地、资

产等，其管理和分配基于公众利益。

关于 “社会主义”一词的最早使用，通常

社会主义本质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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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最早使用的是

德国神学家、天主教本笃派教士安塞尔姆·德

辛，他在１７５３年与人论战时把遵循自然规律

的人称为社会主义者；第二种说法认为，最先

使用“社会主义”一词的是意大利传教士，一

开始表示的是一种上帝安排的传说制度，后来

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相联系而获得了政治意

义；第三种说法也是最为普遍的一种说法，认

为“社会主义”一词最初出现在１９世纪２０至

３０年代欧文主义的刊物《合作》杂志和圣西门

主义的刊物《环球》杂志上。空想社会主义者

用这个词来表达他们不满资本主义社会中盛行

的个人主义而期望实现集体主义理想。１８２７年

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合作学说的信徒在

《合作》杂志上发表文章，曾有 “公有主义者

和社会主义者”的话。 《英国社会主义史》一

书的作者比尔据此认为 “社会主义这一名词必

然是在这些辩论中创造出来的”，可是却拿不

出实际的凭据。这样，首次使用 “社会主义”

一词的这份 “殊荣”便落到法国人头上了。在

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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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３２年２月１３日的《环球》杂志上，法国圣

西门派的戎西埃雷在一篇文章中写了这样一句

话：“我们不愿意为社会主义而牺牲个人，也

不愿意为个人而牺牲社会主义。”１８３３年，英

国欧文派的刊物《贫民卫报》上也使用了 “社

会主义”这一词语，但较法国圣西门派毕竟略

晚了一步。何况，法国圣西门派继戎西埃雷之

后，比埃尔·勒鲁于１８３４年发表了《论个人

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文章，这样就使社会主义

较早地流行于法国。英国的欧文派则是在１８３６

年欧文的《新道德世界书》中称未来社会为

“理性社会制度”的。１８４０年欧文出版了 《社

会主义或理性社会制度》一书，１８４１年欧文又

发表文章阐述了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

题，从此以后，欧文的社会主义及 “社会主

义”一词才流行于英国。 “社会主义”一词是

从法国传入英国的？英法两国几乎同时使用这

个词语吗？还是从英国最先使用的 “社会主义

者”演变出 “社会主义”又传入法国？总之，

１９世纪４０年代，“社会主义”一词作为一个新

社会主义本质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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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髦的名词流行起来了。

起初，“社会主义”一词含有为提高劳动

群众的福利和保障社会和平而改造社会制度的

意思，容许财产不平等存在。而当时的 “共产

主义”一词，则一般是指通过生产资料 （有时

也包括生活资料）公有的办法来建立社会平

等，主张取消财产不平等。所以无产阶级革命

导师对于科学社会主义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和

空想共产主义理论，有时统称为 “社会主义”，

有时则加以区别。无产阶级开始独立的政治斗

争以后，资产阶级经常利用 “社会主义”来反

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恩格斯曾指出：

“在１８４７年，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

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

马克思在１８４２年１０月１５日撰写的 《共

产主义和奥格斯堡 〈总汇报〉》一文中，恩格

斯在１８４３年撰写的 《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

进展》一文中，分别首次使用了 “社会主义”

一词，并赋予了科学的含义。不过在当时，马

克思、恩格斯是把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同

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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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语来使用的。

从此以后，作为思潮的名称，“社会主义”

通常是指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

条件的学说，即关于消灭一切阶级实现共产主

义的一般规律的科学。

但是，“社会主义”仍有各种各样的含义

和用法。马克思、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

中，把除了科学社会主义以外的１９世纪中叶

在欧洲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归纳为反动的社会

主义 （包括封建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

义和 “真正”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

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

今天，我们把社会主义作为与资本主义相

对立并用以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而使用。

世界社会主义影响最为深远的有三大流派：民

主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又称 “社会民主主义”，是

社会党国际及其所属社会党的理论旗帜。作为

社会民主主义的一个分支、一种对资本主义的

改良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早在１９世纪初中期

社会主义本质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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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际工人运动中就存在。后来，在马克思主

义广泛传播的基础上，欧洲国家建立的工人政

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同时又自称为

“社会民主党”和 “社会民主主义者”。随着第

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又一次经济繁荣，欧洲政

治形势发生变化，普选权的推广、工会力量的

扩大，使人民获得更多的民主权利。在这一情

形下，随着布朗基主义突击式的暴力革命已不

可能获得成功，而新的革命形势又远未到来，

恩格斯开始提出新的历史形势下的革命战略，

在不放弃暴力革命的基础上，有效利用普选制

度，实行议会斗争。

１８９５年恩格斯逝世后，在议会中获得多个

席位的社会党不愿意放弃既得的利益，希望通

过修改纲领，来钝化革命性质，融入现实制

度，于是伯恩斯坦等人以民主社会主义 “修

正”了马克思主义，将恩格斯的和平斗争理论

片面化、绝对化，这种社会改良主义就逐渐成

为社会民主党的主导思想。经过２０世纪初期

的历史分野，民主社会主义在百年来的发展演

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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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中，与科学社会主义愈行愈远。

民主社会主义者并不向我们指出，一切真

正的革命都是在统治阶级的逼迫下发生的，群

众从未放弃过和平斗争的机会，但统治阶级是

用刺刀来回答群众非暴力的善意的。发动革命

是群众捍卫自身利益的最后的武器，革命群众

不可能放弃这一权利，因为统治阶级并未放弃

发动侵略和内战的权力。民主社会主义者要求

群众放弃自己的自卫手段，却对统治阶级的武

装闭口不谈。

国家社会主义又称 “拉萨尔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是拉萨尔，在德国人看来，

国家是代表一切阶级利益的超阶级的存在，实

现社会主义不应该寄希望于革命，而应该企求

国家的恩赐，所以他的要求是实行普选，国家

扶持建立工人合作社，实行国有化等。尽管科

学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都提出了国有化的

主张，但在科学社会主义看来，国有化不过是

资本主义走向崩溃时所必然导致的结果，而国

家社会主义却将它看作救世良方。而在实践

社会主义本质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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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国家社会主义要求的国有化是在资本主义

不发达的情况下实行的，作为对市场的限制，

科学社会主义要求的国有化建立在发达的资本

主义基础上，它所导致的必然是市场的消亡，

而国家社会主义却将使市场停留在不发达的形

态上，在这样的基础上，将使国家机器在社会

生产中发挥中心作用，而为了维持这种局面，

国家机关就必将竭力限制市场的发展，垄断一

切经济资源，内在地迫切需要进行专制统治和

对外扩张。

法西斯主义利用了一定的国家社会主义元

素，尤其是纳粹将法西斯化的国家社会主义异

化为了民族社会主义，而苏联也被一部分西方

社会主义者视为国家社会主义，然而由于苏式

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流派中取得了正统地位，

这一说法并没有获得广泛认同，持有这一观点

的典型代表是英国的社会主义者伯特兰·罗素

和乔治·奥威尔。法西斯化的国家社会主义

（民族社会主义或者纳粹主义）强调：国家是

绝对物，所有个人和集团都是相对的，国家是

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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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真正的理性和自由意志的体现，个人必须

绝对服从国家。法西斯化的国家社会主义包含

种族主义的影子，作为一种历史实践，后来的

法西斯化国家社会主义和拉萨尔的国家社会主

义 （拉萨尔主义）已经没有太多的联系，但都

反映出德国所具有的社会因素。不管是作为理

论还是制度，国家社会主义是小农和小市民等

小资产者阶级的产物。

科学社会主义不是一般意义的社会主义，

而是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于工业革命

和法国大革命之后壮大。共产主义不是各种社

会主义思潮的一个分支，由于其直指阶级社会

的根源———私有制，也就超越了一切社会主

义。伴随资本主义的曙光，所产生的空想社会

主义尽管已经到达空前的高度，但他们热衷于

营建头脑中的城市，还不足以消灭私有制。科

学共产主义，是在现代工业和世界市场的基础

上建立起来的。只有当私有制最终发展到其最

完备、最高级的时期，发展为资本主义私有

制，也就是关于私有制的对立运动走向最终阶

社会主义本质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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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时，共产主义才能获得消灭私有制的历史任

务，只有在这时，共产主义才不是表现为对一

种理论的实践，而是关于历史实践的理论，以

马克思主义为开端产生了科学共产主义。

（二）共产主义创始人眼中的社会主义

什么是社会主义？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

和恩格斯眼中的社会主义是怎样的？这要探讨

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本质观。马克思、

恩格斯从未使用过 “社会主义本质”这个概

念，我们无法摘引他们一句或几句结论来回答

这一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关键问题。但只

要我们认真考察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历史背

景，系统地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进行

分析，就不难发现，他们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

观点是十分鲜明的。

马克思１８１８年５月５日出生于德国普鲁

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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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莱茵省特里尔城的一个犹太律师家庭。

１８３０—１８３５年就读于特里尔中学；１８３５年入

波恩大学学习希腊罗马神话和艺术史类课程；

１８３６年入柏林大学攻读法律和哲学；１８４１年４

月获耶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其间他先后受到

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

１８４２年１月开始为科隆的 《莱茵报》撰

稿，同年１０月进入 《莱茵报》当编辑，负责

撰写有关各种社会和经济问题的社论，他的文

章使 《莱茵报》的发行量增加了两倍，成为普

鲁士的一家主要报纸。１８４３年６月与燕妮·

封·威斯特华伦结婚，后移居巴黎，并开始与

进步工人团体发生联系。１８４４年结识恩格斯，

并合著了批判 “青年黑格尔派”的著作 《神圣

家族》，后又合著了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

次充分论述了他们的唯物史观，阐明了人类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

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过程”，以及社会存在

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从而揭示了人类历

史的发展规律。１８４５年２月被法国驱逐出境，

社会主义本质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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