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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政治学学科是青海民族大学建校后最早设立的学科之一，至今已

有 60多年的发展历史。60多年来，学科团队紧密结合国家发展战略和

学科建设需要，积极开展教学和科学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20 世纪

50年代，学科组深入青藏高原农牧区开展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结

集出版《青藏高原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等。20世纪 80年代，学科组

辗转全国，通过采访红西路军指战员、查阅历史档案，完成国家重大研

究课题，编印《红西路军在青海有关情况调查材料汇编》（五卷本），200

余万字。为我国西路军研究积累了第一手资料。20世纪 90年代以来，

《少数民族习惯法调查集》、《中国藏族部落》、《藏族部落制度研究》、

《青海民族区域自治行政建制》等一批原创性学术专著的相继出版，为

青藏高原社会政治建设和体制改革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

进入新世纪后，学科组进一步拓展研究领域，结合新时期国内外社

会发展变化的特点及热点问题深入开展研究，先后承担《吐蕃政治制度

研究》、《藏传佛教四大活佛系统与清朝治理蒙藏方略研究》、《青海藏

族自治地区社会稳定研究》、《中国藏区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研究》、《和谐社会视角下的青海藏区穆斯林与藏族互动关系研究》等

十多项国家级课题，并出版《青海藏区社会稳定研究》、《藏传佛教四大

活佛系统与清朝治理蒙藏方略》、《青海民族工作的实践与探讨》、《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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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国际、联共（布）秘档与中国革命新论》、《西路军问题研究》、《红军长征在班

玛》等学术专著 20余部。这些研究项目和成果紧紧瞄准青藏高原社会发展中的

重大现实问题，不仅体现了政治学科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基本职能，在藏区和

谐社会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推动了本学科的快速发展。2009年，获得

政治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2011年，政治学学科被确定为青海省重点建

设学科，2014年，与天津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学科建设的快速发展，不仅为学科人才的培养搭建了平台，同时也为教研队

伍科研水平的提高，产出一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此，在政

治学重点学科专项经费的支持下，我们组织学科团队，规划出版“青海民族大学

政治学学科文库”系列丛书。旨在加强基础课程建设的同时，紧紧围绕“中国少

数民族社会政治制度研究”、“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研究”、“少数民族政

治思想与政治文化研究”、“民族政治与政府管理研究”等研究方向，整合研究力

量，发掘学术资源，联合攻关，出版系列研究成果。

为了保证成果质量，体现研究目的，实现编纂思想，我们对“学术文库”成果

的选题和内容提出了一些基本要求。研究选题要体现学科特点，研究内容要聚

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现实前沿问题。文库系列成果实行主编或著作者个人负责

制。除基础学科建设成果外，每一项研究成果在写作风格上均享有充分的自由；

在著作的立意和结构方面，可以根据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进行创造性的或者个

性化的构思和安排。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参与文库研究项目的学科团队成员，

大多为本校青年教师。由于年轻，再加上写作经验不足，其研究成果中不可避免

会存在很多错讹之处。对此，我们致以诚挚的歉意，并期望识者斧正。

我们出版这套系列成果的初衷，一方面通过多出研究成果，多出学术精品，

促进学科发展，繁荣学术研究；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锻炼队伍，培养新人，以解决

学科建设中人才 " 瓶颈 " 的问题。作为实施这个项目的规划人和总负责人，我坚

信，文库系列成果的出版，必将进一步带动一批学科建设新人的成长，同时，也

为我国民族地区政治文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和谐做出应有的贡献。

杨虎得

二零一五年八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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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001

《共产党宣言》导 !!!!!!!!!!!!!!!!!!!!!!!!读 001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奠基之作，也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

影响最深广的经典著作，具有划时代意义。它的问世标志马克思主义

作为成熟的科学理论正式诞生了。从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了科学

的理论指导，并且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国家与革命》导 !!!!!!!!!!!!!!!!!!!!!!!!读 043

《国家与革命》这部光辉著作，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写成的。它

深刻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帝国主义和无产

阶级革命时代俄国革命的经验，系统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

说。它对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夺取、建立和巩固政权的事业，发挥了重

大的指导作用。

《政治学》导 !!!!!!!!!!!!!!!!!!!!!!!!!!读 069

《政治学》是古希腊城邦政治学说的主要论著，是被公认为西方

传统政治学的开创之作。它所建立的体系和一系列独到的政治观点，

对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

目

录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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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论》（下篇）导 !!!!!!!!!!!!!!!!!!!!!!!读 105

《政府论》是英国约翰·洛克(John Locke)于 1690 年出版的政治

著作，汇集了洛克的主要政治哲学思想，不仅使洛克成为古典自由主

义思想的集大成者，而且对于后世的现实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

书分为上下两篇，下篇系统地阐述了公民政府的真正起源、范围、目

的。全书出色完成了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辩护的任务，对英国政治、

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社会契约论》导 !!!!!!!!!!!!!!!!!!!!!!!!读 130

《社会契约论》是法国思想家卢梭在启蒙思想已广泛传播时完成

的著作。在本书中，卢梭全新地阐述了社会契约,强调了主权在民的

思想，提出了许多具有创新性和革命性的观点。

《联邦党人文集》导 !!!!!!!!!!!!!!!!!!!!!!!读 172

作为一部影响了美国历史进程的宪政名著，《联邦党人文集》在

西方立宪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这部极为出色的论战

性巨著对宪政理论作了详尽的阐释，从学理上、经验上和历史上极具

权威地对美国宪法的总体设计和每一项重要条款都作了审慎的探究

和精细的分析，被誉为美国宪法的“圣经”，西方政治学界普遍认为此

书是对美国宪法及美国联邦政府所依据之原则的最好阐释，美国最

高法院曾经把它当做宪法的来源加以引证。因此，200多年前美国联

邦党人的治国理念及制度设计在某种程度上已然成为此后众多西方

国家政治制度的模板，《联邦党人文集》由此而彰显了其对于美国及

西方政治的重要性。

《代议制政府》导 !!!!!!!!!!!!!!!!!!!!!!!!读 234

《代议制政府》是英国杰出的政治思想家密尔于 1861 年发表的

名著。此书是西方学者公认的研究议会制政府的必读书，也是研究西

方议会民主制度的一本重要的参考书。这本书不仅论述了代议制政

体的基本理论，而且论证了有关代议制政府所面临的一些具体问题。

尽管根本观点是资产阶级的，但其中也不乏精辟的见解和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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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导 !!!!!!!!!!!读 267

《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是美国著名政治学

家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和西德尼·维巴合著的一本西方比较政

治文化实证研究方面划时代的巨著。该书提出的理论视角和方法对

中西方从事政治文化研究的学人影响巨大。可以说，这是一本对政治

文化实证研究的开创性学术成果，也是一本对该领域研究具有引导

指向性的经典之作。

《正义论》导 !!!!!!!!!!!!!!!!!!!!!!!!!!读 306

公认为当代美国最伟大的政治学家和伦理学家的哈佛大学教授

罗尔斯 1971年发表的《正义论》，被誉为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和伦理学

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正义论》发表以来，在整个英语学术界、

整个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罗尔斯热，人们的评论、赞誉与批评如潮

而来，在思想界、学术界产生了广泛、长久的影响。《正义论》的发表复

活了规范政治哲学的传统，打破了上世纪 50、60年代“政治哲学已

死”的困局，主导了自发表迄今四十余年的道德和社会政治哲学的讨

论。对当代政治哲学家来说，无论持何主张，都无法回避罗尔斯的理

论。由此足以证明，它对当代政治哲学发展之影响的至大至深，它的

影响史表明，《正义论》毫无疑问是二十世纪最为重要的具有划时代

意义的道德和政治哲学著作。

后 !!!!!!!!!!!!!!!!!!!!!!!!!!!!!记 345



《共产党宣言》导读

《共产党宣言》导读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奠基之作，也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影响最深

广的经典著作，具有划时代意义。它的问世标志马克思主义作为成熟的科学理

论正式诞生了。从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并且蓬蓬勃勃地

发展起来。

一、概说

（一）历史背景

《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完整系统的

阐述，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出生证”、入门作、奠基作，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重

要标志，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影响最大、传播最广的作品，是革命的工人

阶级和共产党人必读的教科书。

《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 1848 年初写成，以“共产主义者同盟”党纲的

形式于 1848年 2月份发表。

1．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产业革命的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无产阶级和资

产阶级之间矛盾的加剧，是《宣言》产生的时代背景。

17世纪和 18世纪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标志着资本主义在欧洲的确

立，从而极大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18世纪 60年代，英国由于纺织机和蒸汽机的发明而开始了产业革命。到

19世纪 3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基本完成。工业革命大大推动了英国社会生产力

的迅速发展。法国从 19世纪 20年代开始进行产业革命，德国的产业革命稍晚，

19世纪 30—40年代才开始进行。产业革命的实现，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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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经典著作选读

成熟，使资本主义进入了高度发展阶段———大机器工业阶段。

产业革命中日益提高的生产的社会化，也要求生产关系的社会化。但资本

主义生产关系却变得更加狭窄，一方面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里，另一

方面导致千百万雇佣工人的贫困。这样，使得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

有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并日益激化，导致了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发

生。从 1825年英国首次爆发世界上普遍性的经济危机之后，每隔十年左右爆发

一次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使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给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

带来深重灾难。

资产阶级为了摆脱经济危机，获得更多的利润，进一步加紧了对无产阶级

的压迫和剥削。但是，哪里有压迫和剥削，哪里就有反抗和斗争。无产阶级反对

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开始的。到 19世纪 30—40年代，这种

斗争就更加尖锐、更加明朗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便成为社会的

主要矛盾。这时工人阶级反对剥削压迫的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其中规模、影响

较大的有三次：1831 年 11 月和 1834 年 4 月，法国里昂工人起义；1836 年至

1848年英国工人掀起的宪章运动；1844年 6月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这

些工人运动表明，无产阶级已经摆脱了以往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助手和附庸的

地位，开始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资产阶

级和资本主义制度，揭开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序幕，并初步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

和伟大的历史作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从这些工人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发现，在同资产阶级对

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革命的阶级，从而找到了变革资本主

义的社会力量。

但是，这些工人运动由于各方面的原因都以失败而告终。实践说明，无产阶

级没有革命的、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就不能达到争取解放的目的。马克思

和恩格斯适应工人运动发展的这种需要，发表了《共产党宣言》。

2．无产阶级政党组织的发展，是《宣言》发表的主观条件。

1834年，流亡法国的德国手工业者组织成立了“流亡者同盟”，1836 年改为

“正义者同盟”。参加同盟的成员在思想上主要受到巴贝夫和魏特林空想共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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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布朗基主义、蒲鲁东主义以及“真正社会主义”的影响。他们的口号是“人人

皆兄弟”，把“平等”、“博爱”和“正义”等资产阶级的口号当成他们信奉的宗旨。

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经常就同盟的纲领展开激烈的争论，马克思、恩格斯不仅

非常关心这方面的情况，而且有时直接参与这种争论。同盟的核心成员也非常

关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活动。1847年春，同盟表示愿意接受马克思、恩格斯

的科学共产主义学说，并愿意进行改组，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意加入同盟。

1847年 6月，同盟在伦敦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马克思因经费困难没有出席，

而恩格斯出席了这次大会。会议期间在恩格斯的指导下，首先，将“正义者同盟”

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由此，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成立了。

其次，决定把同盟的“人人皆兄弟”的模糊口号改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

来！”。再次，制定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第四，恩格斯执笔起草了一份纲领

性的文件———《共产主义信条草案》。

大会结束后，《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同《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一起被分发到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各个支部去进行讨论、修改，以便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第

二次代表大会最终通过纲领和章程提供参考。为此，1847年 10月月底，恩格斯

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的基础上草拟出了另一份更臻完善的“共产主义者同

盟”纲领性文件———《共产主义原理》，这也是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拟定

的第二份纲领性草案，进一步阐发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

《共产主义原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共产主义信条草案》的思想：界定了

共产主义概念，描绘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前景，初步解释了资本主义商业危

机的成因以及摆脱危机的必由之路，论述了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必然要走向灭亡

的根源，指明了无产阶级彻底废除私有制的革命步骤与措施，强调了无产阶级

革命的世界性质等。从而使得共产主义学说的表述更加严谨，更加成熟，为《共

产党宣言》的写作与发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847 年 11 月底到 12 月初，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伦敦举行了第二次代表大

会。通过了同盟章程，并通过一项关于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草拟同盟的纲领作

为党的纲领的决议。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受这个任务后，立即回布鲁塞尔从事纲

领的写作，并于 1848年 2月寄往伦敦的中央委员会发表，这就是共产党人的第

《共产党宣言》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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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经典著作选读

一个伟大的革命纲领《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伟大的纲领性文献，是一部划时代

的著作。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9世纪 40年代进行理论研究和对工人革命运

动经验的总结。

（二）作者简介

《宣言》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写作的。

卡尔·马克思是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1818年 5月

5日，诞生在德国莱茵省的特利尔城一个犹太律师家庭。父亲亨利希·马克思是

一位才能出众的律师，对马克思少年时代的思想成长起过良好的影响。母亲罕

丽达·普勒斯堡是位贤惠的妇女，主要操持家务。

马克思从小勤奋好学，除母语德语外，他先后攻读了拉丁文、希腊文、法文、

英文和意大利文。1830年 10月，他进入特利尔中学读书，1835年 9月毕业。当

时的特利尔中学盛行自由主义精神。因此，马克思受自由主义等启蒙思想的教

育和熏陶，形成了最初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治思想。1835年 10月，马克思到

波恩大学攻读法律。一年后，又转入柏林大学法律系。读大学期间，马克思对哲

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接受了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观点。

1841年，大学毕业，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从 1842年 4月起，马克思为具有反政府倾向的《莱茵报》撰稿。同年 10月，

被聘为该报的主编。在马克思的影响下，这份报纸越来越明显地倾向于革命民

主主义。1843年 4月，《莱茵报》被反动当局查封。10月，马克思移居法国巴黎。

在巴黎，马克思第一次和无产阶级进行接触，他同法国的工人和流亡在巴黎的

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及其领袖们建立了联系，并且经常走访工人家庭，参加德

法工人的集会。在此期间，马克思还研究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史、英国古典经济

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大量著作。这些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进一步促使了马克

思主义向科学共产主义的转变。

1847 年春，马克思和恩格斯应邀参加德国工人的秘密组织正义者同盟。

1847年 6月，改组同盟并更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11 月月底，马克思亲自出席

在伦敦举行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受大会委托与恩格斯共同起

004| |



草同盟纲领。1848年 2月中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共产党

宣言》问世。

1864 年 9 月 28 日，马克思参加了第一国际成立大会，被选入领导委员会。

他为第一国际起草《成立宣言》、《临时章程》和其他重要文件。

1867年 9月 14日，《资本论》第一卷在汉堡正式出版。《资本论》是马克思用

毕生的心血写成的一部经典巨著，是他献给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一部重要的科学

文献。

1883年 3月 14日下午两点三刻，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在伦敦寓所辞世，享

年 64岁。后与燕妮合葬于伦敦北郊的海格特公墓内。

马克思一生著书颇丰。主要著作有：《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

哲学手稿》、《论犹太人问题》、《神圣家族》（1844—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

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剩余价值理论》、《国际工人协

会成立宣言》、《法兰西内战》、《资本论》等。

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

的伟大导师，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

1820年 11月 28日，诞生于德国莱茵省巴门市。父亲老弗里得里希是工厂

主，虔诚的基督徒，带有普鲁士贵族血统。母亲心地善良，遵守礼教，喜爱文学和

历史。1837年恩格斯中学尚未毕业就按父亲的意愿到不来梅从事他厌恶的商业

活动。

1841年 9月，为了服兵役，恩格斯来到柏林。在柏林，恩格斯经常到柏林大

学旁听哲学课。1842年 11月，恩格斯来到英国曼彻斯特当纺织厂的总经理。当

时，英国是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曼彻斯特是反抗资产阶级的宪章运动派活

动的中心之一。在曼彻斯特，他开始真正深入工人阶级的生活，并与宪章派和正

义者同盟的领导人建立了经常联系。这些交往和活动，加深了恩格斯对工人阶

级的了解。1844年 8月恩格斯返回德国巴门老家，在途经巴黎时，会见了在那里

的马克思。从此，他们两人并肩开始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并结成了深厚的

友谊。

《共产党宣言》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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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6 年恩格斯与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共同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和德

意志工人协会。1847年 6月，起草《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完成《共产主义原理》。

同年与马克思一起加入正义者同盟，受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委托，与马克思合

作拟定同盟纲领（即 1848年 2月问世的《共产党宣言》）。

1864 年第一国际成立后，恩格斯同马克思一起参加了第一国际的领导工

作，同蒲鲁东派、巴枯宁派、工联派、拉萨尔派进行了路线斗争，为马克思主义在

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主导地位奠定了基础。1871年 3月巴黎公社建立后，同马克

思一起支持公社，在演说和信件中高度评价巴黎工人的革命首创精神和英雄气

概，阐明公社的历史意义。

1884 年 10 月，《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出版，在马克思主义史上第

一次系统探讨了人类社会的史前史，揭示了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起源、发展及

其消亡的规律和家庭的变迁史。1886年 4月至 5月，发表了《路德维希·费尔巴

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及其在哲学发展史

上引起的划时代的意义，对唯物主义哲学及唯物史观作了深刻的发挥。1894年

11 月，他写的《法德农民问题》论述了无产阶级政党争取农民同盟军、引导农民

走向合作制的原则、方针和政策，批判了法国工人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农民

问题上的右倾错误。1889年，在恩格斯的直接领导下，各国社会主义者在巴黎成

立第二国际。1895年 8月 5日，恩格斯因患食道癌晚期在泰晤士河边的寓所内

逝世。遵照他的遗嘱，骨灰被撒在伊斯勃恩海湾的大海中。

恩格斯一生中著作颇丰。主要有：《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

古典哲学的终结》、《自然辩证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

（三）文本的逻辑结构

《共产党宣言》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即序言、引子和正文。

序言部分：共由七篇组成。其中 1872年德文版序言和 1882年的俄文版序言

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起草的；1883年德文版序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1890

年德文版序言、1892 年波兰文版序言和 1893 年意大利文版序言是由恩格斯单

独撰写的。

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用序言的形式对《宣言》的内容进行补充和完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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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导读

因为：一是尊重《宣言》的历史文献地位；二是这样也能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自

己思想发展的历程，因而更能说明人的思想意识的发展同社会实践的关系。实

践是认识的来源，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更是正确认识的来源。没有改造客观世

界的实践活动，认识就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也就陷入主观唯心论的陷

阱。所以，马克思、恩格斯用自身活生生的事例来进一步诠释他们一贯坚持的上

述哲学原理，从而使人们更加信服这一原理的科学性和正确性。

引子部分：《共产党宣言》在正文之前写有一个简短的引子，宣布“一个幽

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句话也许是整本《共产党宣言》中最经常

为人们所引用的一句话了，它实际上宣告了共产主义已经成为整个欧洲所公认

的一种政治势力。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有必要向全世界公开说明共产党

人的观点和意图。

《共产党宣言》的正文内容一共分为四章，分别是：

第一章，资产者和无产者。从篇幅上看，这一章内容最多；而从思想上看，本

章所阐发的观点最为重要；从总体来讲，马克思、恩格斯在本章中运用历史唯物

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产生、发展及其相互斗争的历史

过程，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阐明了无产

阶级的历史使命。

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主要阐述了以下四项内容：第一，共产党人与

全体无产者之间的关系；第二，驳斥了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种种责难；第三，

共产主义革命的主要特征，以及无产阶级将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第四，未来

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

第三章，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在这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批

判了三种社会主义思想：反动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批判

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其中，反动的社会主义思想又包括：封建的社会

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

第四章，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这是《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章，

本章篇幅最少，主要阐述了共产党人对当时欧洲存在的各种敌对政党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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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 1卷，第 248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 1卷，第 248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 1卷，第 249页。

二、原文导读

（一）序言部分

《共产党宣言》发表 25 年后的 1872 年至 1893 年的 21 年间，马克思和恩格

斯为《共产党宣言》的德文版、俄文版、英文版、波兰文版和意大利文版写过七篇

序言。七篇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对《宣言》的主要思想作了解释和发

挥，另一方面在总结《宣言》发表以来的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

发展《宣言》的思想，因此，序言是《宣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序言对理解《宣

言》和学习马克思主义有着重要的意义。

序言部分主要阐释了以下基本内容：

1．指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对马克思主义持何种态度，这是人们最关心的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

作家最关心的问题。在《共产党宣言》发表 25 年后的 1872 年的德文版序言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

他们认为，《共产党宣言》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揭示了

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不管最近 25 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1]但同时

也明确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

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2]提醒人们，《宣言》中的基本原理不是一成不变的、僵化

的教条，而是人们行动的指南，它必然随着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而

不断地丰富、发展。并特别强调指出：“由于最近 25年来大工业有了巨大发展而

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

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

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3]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与时俱

进的理论品格。这不仅是正确对待《宣言》的态度，也是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

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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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 1卷，第 251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 1卷，第 252页。

《共产党宣言》导读

2．阐明了《宣言》的性质和任务

关于《宣言》的性质，1872年德文版序言和 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明确指出，

《宣言》是共产党的一个“详细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是世界各国“千百万工人

公认的共同纲领”。

关于宣言的任务，1882 年的俄文版序言指出：“《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

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1]共产党人不但要消灭资产阶级生产资料私

有制，而且要消灭一切生产资料私有制。只有如此，才能杜绝产生剥削和压迫的

根源。

3．阐明了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

在 1883年德文版的序言中，恩格斯扼要阐明了《宣言》的基本思想。“贯穿

《宣言》的基本思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

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

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

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

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

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

级）下解放出来，———这个基本思想完全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2]这里恩格斯

实际上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三个基本原理：一是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决

定社会性质；二是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三是无产阶级的历史

使命是消灭一切阶级，使人类获得解放。

4．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对《宣言》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重要补充，

使得《宣言》的基本思想得到丰富和发展

第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认真总结 1848年的欧洲革命

和 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的最新经验，强调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

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只

是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但至于采取什么方式实现这个目的没有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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