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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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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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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他何以被称为“全世界无产阶级

和劳动人民的伟大革命导师和领袖”？是怎样的社会历史环境孕

育了这位伟人？他又是如何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取得革命的胜利，

并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

伟人总是为我们的好奇心留下了无尽的想象，那么，就让我

们带着好奇心走近伟人列宁。

一个伟大的时代成就了一个伟大的人，一个伟大的人又推

动了一个时代的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

正处于向帝国主义过渡的阶段：一方面，资本主义得到了迅猛发

展；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矛盾也日益凸显。在这样的社会环境

下，居于统治地位的垄断资产阶级竭力扩大了资产阶级的势力范

围，企图巩固并加强资产阶级的国内统治和世界统治。但在当时

的俄国，由于资本主义起步较晚，垄断资本主义的势力较弱，并

且封建残余势力也较为浓厚，因此，沙皇专制统治与垄断资本主



马克思主义简明读本

002

义的勾结导致了俄国的无产阶级斗争缺乏进行民主斗争的现实条

件。所以，力量相对弱小的无产阶级——作为当时俄国社会的进

步力量，一方面继续坚持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另一方面又同右倾

机会主义进行着坚决的斗争。就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环境

中，列宁诞生了。

列宁是因为青年时代受到了革命的影响，才逐渐走上了革

命的道路。列宁在青年时代参与创办了《火星报》，来宣传无产

阶级革命思想。随后，他又凭借着自己的才能成了布尔什维克党

的领袖。广阔的实践舞台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让列宁领导着布尔什

维克相继取得了1905年俄国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

胜利，并最终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政权建立后，他又凭借着战时

共产主义的政策领导着苏联人民粉碎了帝国主义的三次武装进攻

和国内反革命势力的叛乱。不仅如此，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途

中，列宁也勇敢地尝试了新经济政策，从而使得俄国的经济建设

逐步走上了正轨。就这样，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了。

列宁的革命和建设实践，证明了他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

国家的缔造者和建设者，也正因为如此，列宁成了全世界无产阶

级的革命领袖和先驱，列宁影响并改变了整个世界。在一定意义

上，列宁成功开辟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纪元——社会主义由理想

变为现实。

列宁的整个生命历程既是他光辉事业的成就史，又是他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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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史。他在理论与实践、共产主义、民族主义、

土地政策等理论和实践方面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此外，列宁不

仅是领导革命的伟人，更是生活中活生生的人。虽然列宁已经离

我们远去，但他的伟大精神却得到了继承和发展。走近伟人列

宁，体验他的生命历程，赞美他的光辉事业，感受他作为时代领

袖和人民公仆的亲切气息，虽然我们不能像他一样成为伟人，但

我们能努力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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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少年列宁的革命洗礼

第一节    生命之钟的敲响

春天，伏尔加河开始解冻了。河水在河面上漫开，河面顿时

变得开阔起来，融化的冰块发出“噼啪”的撞击声，随水漂去。

伏尔加河和斯维亚加河从两个不同的方向冲刷着一座山的山脚，

而这山上则坐落着一个普通的俄罗斯村庄。因为相传400多年前距

离这村庄20俄里的地方，曾经住过一个姓“辛比尔”的保加利亚

公爵，所以，人们便习惯称这里为辛比尔斯克城。

这一天，一阵响亮的啼哭声从一座小木屋里传了出来，这啼

哭声打破了村庄的宁静——一个伟大的俄罗斯人民的儿子在这里

降生了。在一片浑厚的钟声中，神圣的尼克尔教堂出生登记册中

多了这样一条记录：弗拉基米尔，生于1870年4月22日，受洗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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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8日。而这个襁褓中的弗拉基米尔，就是未来苏联的缔造者，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革命导师和领袖”列宁。

列宁的父亲伊里亚·尼古拉也维奇·乌里扬诺夫出身于贫苦

家庭，他靠半工半读求学，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曾在下新城当了六年的中学教员。1869年，由于工作勤奋出色，

列宁的父亲当了辛比尔斯克省的国民教育视察员，后来搬到了辛

比尔斯克城。列宁的母亲虽然是位家庭妇女，但她品质高尚，为

人善良正直，还懂得很多知识和道理。列宁的父母亲的关系很

好，彼此相敬如宾。他们对孩子也很疼爱，并且非常重视孩子的

教育。因此，列宁的家庭对孩子们的成长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1870年秋天，刚满半岁的列宁和全家一起搬进了新房子，在

新家他们可以看到“旧王冠”山顶的一部分。四年之后，根据国

民教育部的命令，他的父亲又被任命为省里的国民教育总监。由

于列宁的父亲经常外出视察，列宁的母亲一个人既要负责家里的

生活起居，又要教育四个孩子，这无疑让列宁的母亲承担了不少

压力。不久之后，列宁一家再次迁入新居，然而这次搬迁并不理

想，一年后他们又迁居到波克罗夫街28号的科所拉波夫家。就这

样，频繁的搬迁占据了列宁大部分的童年时光。

孩提时代的列宁聪明淘气，他跟其他孩子一样都很喜欢玩

玩具，不同的是，玩具在他手中经常会变得粉身碎骨，有人问他

为什么这样做，这时他总会撅起小嘴天真地回答说：“我想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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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里面究竟有什么东西。”正是这种好奇心，让年幼的列宁没少

惹祸。但同时，列宁又是一个诚实的好孩子。列宁8岁那年，有

一次母亲带着他到阿尼亚姑妈家中做客。活泼好动的小列宁一不

留神，把姑妈家的一只花瓶打碎了。但是，没有人知道是谁打碎

的。

后来，姑妈问孩子们：“是谁打碎了花瓶？”其他孩子都

说：“不是我。”小列宁因为担心说实话会遭到不大熟悉的姑妈

的责备，所以他也跟着大家大声回答：“不——是——我！”然

而，当列宁的母亲看到了列宁迟疑的表情，就猜到花瓶是淘气的

小列宁打碎的。令她不解的是，小列宁向来都是主动承认错误，

从未撒过谎。

于是，小列宁的母亲就开始思考如何处理孩子撒谎的问题

呢。当然，最省事的办法就是直接揭穿这件事，并且处罚他。但

是列宁的母亲没有这么做。她认为，重要的是教育儿子犯错误后

要勇于承认错误，做一个诚实的好孩子，而不是一味地责备他。

于是她装出很相信儿子的样子，在三个月内一直没有提过

这件事，而是给儿子讲各种各样诚实守信的美德故事，等待着儿

子的良心深处萌发出对自己行为的羞愧感。从那以后，列宁的母

亲明显地感觉到，儿子不如以前活泼了，似乎是良心正在折磨着

他。

有一天，在小列宁临睡前，母亲又像往常一样，一边抚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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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他的头，一边给他讲故事。不料小列宁突然失声大哭起来，痛

苦地告诉母亲说：“我欺骗了阿尼亚姑妈，我说不是我打碎了花

瓶，其实是我干的。”听到孩子羞愧难受的述说，母亲耐心地安

慰着他，说：“给阿尼亚姑妈写封信，向她承认错误，姑妈一定

会原谅你的。”

于是，小列宁马上起床，在母亲的帮助下，给姑妈写信承

认了错误。几天后，小列宁收到了阿尼亚姑妈寄来的回信，在

信中，她不但表示原谅小列宁，还称赞小列宁是个诚实的好孩

子。小列宁得到原谅后，十分高兴，又像以前一样过着快乐的日

子。他还悄悄地对母亲说：“做诚实的人真好，不用受良心的谴

责。”母亲看着儿子会心地笑了，她为自己能有这样诚实的好孩

子而感到满意。

第二节    故乡求学的日子

1878年，列宁的父亲用自己大半生的积蓄，在莫斯科街58

号买下了一座用木板盖成的、带有阁楼和玻璃回廊的平房。房子

面向莫斯科大街，里面很宽敞，家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天

地。就是这样，全家在这里待了九个年头，直至1887年离开故

乡，列宁的少年时代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列宁是一个健壮勇敢的孩子，他很喜欢热闹的游戏，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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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蹦乱跳。五岁时，母亲就教他识字读书，他也很勤奋。列宁九

岁的时候上了中学，读书对于列宁来说是轻松的，列宁在学校是

一个出了名的优等生。此外，早在学生时代，列宁就以能够系统

而周密地学习著称。就拿他在学校写作文的方法来说吧。首先，

他会撰写一个简明的大纲，包括引言和结论；然后，他会把纸对

折，左面打草稿，上面写有配合写作计划的各种数字和文字；以

后的几天里，他会在纸的右面写上补充、改正和添改的文字以及

参考资料，等等；最后，他再根据这个草稿写出文章——一般先

是草稿，然后誊清。

这种对一切工作细心准备的作风成了列宁工作的特征。后来，

每当他准备写一篇文章或作一次演说时，他也总是这样先写一个简

明的大纲。同样地，当他准备写一本小册子或者是一本书时，也总

是要列几次大纲，而且一次比一次详细精确。不单如此，他还会很

细心地编辑必要的引文、数字和材料。

列宁还在上小学时就开始了解俄国工人和农民所受到的残酷

压迫。这是因为他受他哥哥的影响很大，他的哥哥亚历山大是一个

意志坚强、处事冷静又善于思考的青年，他在上学期间是一个优等

生，他不但很善于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而且他还是一个属于“民意

党”组织的革命小团体的成员。除此之外，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

还在工人中间宣传过马克思的《资本论》。

列宁在上学时是个个性随和的人，他很乐意帮助同学们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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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课，因此，同学们对他都很尊敬、友好。不过，有一天争吵终

究还是发生了。

“喂，乌里扬诺夫，难道你认为同仆人的儿子共用一张课桌

是体面的事情吗？”一个出身于伯爵门第的同学问他。

“是的，我认为是十分体面的事。”列宁直截了当地回敬了

他。

“真奇怪，”那个小孩耸耸肩说，“一个是总监的儿子，一

个是仆人的儿子。”他冷笑一声，“可能这也没什么奇怪的。要

知道，你的父亲是所谓‘国民学校的总监’。”他用蔑视的语气

强调了“国民学校”这几个字。

列宁把拳头攥得紧紧的，但是他克制住了，没有动手。“以

后你别再接近我，我不想理你。”列宁发怒了，说着朝正低着头

发窘的米沙走去，并约他放学后一起回家。

1886年，列宁的父亲去世了。这是乌里扬诺夫一家最大的不

幸。那时，列宁正在读中学。1887年，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伊

里奇又因为谋刺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案被捕并惨遭杀害。自从亚历

山大被捕并处以死刑后，从前的亲友大都同他家疏远了，因为同

一个革命者的家庭保持友好关系是危险的。列宁哥哥的死让列宁

从小就明白了革命的意义，但是列宁和他哥哥不一样，他探索的

是一条与他哥哥不同的、跟专制制度作斗争的道路。

哥哥的被害使列宁不得不思考他的终身事业。他清楚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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