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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系列宁逝世后，列宁研究院为纪念和学习列宁、宣传马克思主义、

维护俄共( 布) 统一等现实需要而编印的专题文集，着重阐述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重大

理论和实践问题，集中展现了列宁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俄国化策略。该文集编印出版后，对马克思主义的

传播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兴起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研究该文集，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学习贯彻落实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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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是俄共( 布) 中央列宁研究院为贯彻俄共( 布) 十三大决议，落实整

理和出版列宁著作、研究和传播列宁主义的要求而编印的专题文集，收录了列宁在各个时期创作的系统

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及思想、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基本原则、无产阶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
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及无产阶级革命策略、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基本策略、无产阶级领导社

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略等重要问题的各类文献。该文集于 1925 年首次出版，到 1946 年更新至第六版，

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苏联及欧亚多国共产党中广泛传播，对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兴起无产阶级革命高潮起

到重要推动作用。为了全面认识该专题文集的重要价值，本文试从编印情况、主要内容、历史价值和现实

启示等四个方面加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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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的编印情况

加强党员思想理论教育是工人阶级政党的优良传统，俄国布尔什维克很早就为纪念马克思逝世出版

过专题文集，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即开始收集整理党史史料和列宁著作，并为此专门成立列宁研究院，把

出版《列宁全集》和编译列宁丛书作为重要任务。1924 年 1 月列宁去世以后，联共( 布) 中央为了纪念列

宁和学习列宁主义，将出版列宁著作提上重要日程，《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
( 一) 《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的编印背景

《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是列宁最早的专题文集之一，其编印出版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

源。首先，这是纪念列宁、学习列宁主义的需要。列宁逝世后第 5 天，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举行列宁

追悼会，向全苏联人民发出纪念和学习列宁的号召，并做出了出版列宁著作、建造列宁墓、规定逝世纪念

日等多项决定①，其中包括“广泛地大量地发行列宁的著作，使共产主义思想成为全体劳动人民的财

富”②，同年 5 月召开的俄共( 布) 第十三次代表大会进一步要求，新成立的列宁研究院的首要任务是“十

分科学地和极其慎重地出版列宁全集; 用苏联各民族语言为更广大的工人群众编译一套列宁丛书”③，

《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即在计划之内。与篇幅较长、耗时较多的《列宁全集》相比，该专题文集

能够在较短时间内编印出来并得到普及，为党员和人民群众纪念和学习列宁提供了基本条件。其次，这

是俄共( 布) 中央维护统一、反击分裂的重要举措。俄共( 布) 长期存在较严重的思想争论和派别斗争，俄

共( 布) 中央曾为制止党的内讧和分裂做过许多努力，甚至做出把进行派别活动的组织“立即无条件地开

除出党”的决议④，但至列宁去世后仍未完全杜绝。俄共( 布) 中央纪念列宁、宣誓执行列宁遗嘱、系统总

结并宣传列宁主义，特别是通过《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选录多篇列宁论马克思恩格斯生平和

思想的文章，证明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关系，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凝聚共识、反击分裂的作用。
再次，苏联人民在纪念列宁、学习列宁主义的热潮中，响应俄共( 布) 中央突击入党的决议⑤，数月之内即

有二十余万名革命工人入党⑥，俄共( 布) 中央亟需加强全党、全国思想理论建设，《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

克思主义》的出版有助于党员和革命群众便捷、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
( 二) 《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的编印经过及出版情况

俄共( 布) 中央列宁研究院接受俄共( 布) 十三大要求编印列宁丛书的政治任务后，根据正在推进的

《列宁全集》第 2 版编辑过程中整理出的相关材料，于 1925 年编成并正式出版了《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

思主义》的俄文第 1 版。鉴于其在国内党员、革命群众和国外共产党中的巨大影响，此后根据新发现的著

作和编辑要求连续修订过 5 次，至 1946 年由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出版第 6 版，收录的文章也由最初的 38
篇增至第 6 版时的 47 篇。俄文各版出版后，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和各国共产党根据需要进行全文或

部分翻译，对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1939 年 6 月，由柯

伯年等翻译的首个中文全译本，以《马恩与马克思主义》为名由延安解放社出版⑦，成为中国共产党推进

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为新民主主义论和毛泽东思想的创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此后

又根据俄文修订本陆续出版多个中译本，最近的版本为中央编译局根据俄文第 6 版翻译、人民出版社

1973 年出版的《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中共中央编译局在编译《列宁专题文集》5 卷本时，延

续了俄共( 布) 中央列宁研究院在 1925 年首次编印该专题文集时的编辑思路，每卷均收录有《论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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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斯大林选集》( 上卷)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641 页。
②中共中央编译局资料室:《马列著作编译资料》( 第七辑) ，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72 页。
③④⑤《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 第二分册) ，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502、65、398 页。
⑥安·米·潘克拉托娃:《苏联通史》( 第三卷) ，山东大学翻译组译，三联书店 1980 年版，第 564 页。
⑦列宁:《马恩与马克思主义》，柯伯年、王石巍、吴黎平译，解放社 1939 年版。



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的部分文章，这对当代中国人掌握列宁主义，进而通过列宁走近马克思主义起到了

“指南针”的作用。

二、《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

《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俄文第 1 版选录列宁重要著作 38 篇，至 1946 年俄文第 6 版时增加

至 47 篇，其中 30 篇为全文收录，17 篇为摘录。①这些著作的创作时间跨度从 1894 年春至 1923 年 1 月中

旬，其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 1898 年 3 月) 之前的有 2 篇，成立之后至十月革命胜利( 1917 年 11 月)

之间的有 33 篇，建立苏维埃政权( 1917 年 11 月) 之后的有 12 篇。其中，前 7 篇主要按照“马克思恩格斯

的生平及思想”为主题集中，着重从理论层面全面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内涵; 后 40 篇总体依照文

章的创作时间排列，主要从实践层面论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贯彻到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去的具体

策略。选录著作涉及的主题比较宽泛，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生平、马克思的学说、无产阶级政党纪律、阶级

斗争策略、无产阶级专政策略、社会主义建设方略等若干具体方面，其中有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即如何

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并将其科学应用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这些著作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

在论述具体的实践问题时，也要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现将这 47 篇著作按主题归类后，再分别对

各篇文章的主旨进行概述。
( 一)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及思想体系

该类主题的文章主要包括第 1—7 篇，创作时间跨度为 1895—1920 年。列宁在这些文章中，无比尊

崇地回顾了马克思、恩格斯为实现人类解放进行艰苦的理论探索和革命实践的光辉人生，在对马克思、
恩格斯的伟大人格、历史功绩和崇高精神进行缅怀的同时，从不同层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科
学体系、本质特征、发展历程，还从总体上论述了这些理论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应用策略。各篇文章

的主要内容如下:

《卡尔·马克思》指出，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在继承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

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基础上发展而来，包括哲学唯物主义、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观、阶级斗争、
价值、剩余价值、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等主要内容。②《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称恩格斯为

“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③，概述了恩格斯的生平和思想，以及马克思和

恩格斯对俄国革命的关注。《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指出，“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从根本上来修改整个

政治经济学，把唯物主义辩证法运用于历史、自然科学、哲学以及工人阶级的政治和策略”，是马克思和恩

格斯最为关注的事情，也是他们做出的最重要、最新的贡献。④《在马克思恩格斯纪念碑揭幕典礼上的讲

话》肯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两大功绩: 一是用科学的分析证明了资本主义必然崩溃，

必然过渡到共产主义; 二是向各国无产者指出了无产者的作用、任务和使命就是把一切被剥削的劳动者

团结起来同资本进行革命斗争。⑤《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指出，马克思主义并非“故步

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⑥，而是 19 世纪的优秀成果，即德国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

的“当然继承者”，由哲学唯物主义、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学说等科学内容所组成。《马克思学说的

历史命运》认为，马克思学说“阐明了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创造者的世界历史作用”⑦，自该学说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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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列宁:《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 1973 年版。
②《列宁全集》( 第二十六卷)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47－95 页。
③《列宁全集》( 第二卷)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 页。
④《列宁全集》( 第二十四卷)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76 页。
⑤《列宁全集》( 第三十五卷)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64 页。
⑥⑦《列宁全集》( 第二十三卷)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41、1 页。



生后的世界历史的发展以及不同时期马克思学说的命运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

稚病》( 摘录) 着重指出: “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

之一。”①

( 二) 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基本原则

该类主题的文章主要包括第 8—14 篇，写作于 1894 年春到 1905 年夏之间。当时，列宁针对工人阶

级解放斗争协会及社会民主工党成立前后出现的组织涣散、思想混乱、非马克思主义思潮非常活跃等问

题，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同民粹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派机会主义等错误思想作斗争，阐述了

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理论斗争的重要意义、革命政党的组织原则等内容。各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如下: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摘录) 阐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批判的

和革命的”，目的在于帮助无产阶级“尽可能迅速地、尽可能容易地消灭任何剥削”，具有把严格的和高度

的科学性同革命性“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起来的特征。②《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强调俄国社会

民主党必须贯彻“组织一个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密切联系的、以争取政治自由为当前任务的独立的工人

政党”的既定路线③，把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结合起来，且在没有政治自由或者政治权利受限时，始终“把

政治斗争提到首位”。《我们的纲领》批判有的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学说“不完备和过时了”的说法，要求决

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主张各国共产党人结合具体国情，

“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④《怎么办?》( 摘录) 提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著名

论断，主张无产阶级开展革命斗争时，应在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实践经济方面互相配合、有序推进。⑤

《进一步，退两步》( 摘录) 阐明了包括革命在内的事务的发展是“按着辩证的道路、矛盾的道路行进的”，

强调“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⑥。《马克思论美国的“土地平分”》肯定

该运动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初步形态，要求俄国社会民主党“必须用全力来支持这个具有小资产阶级性质

的农民运动，并推动一切民主主义变革实现完全的社会主义革命”⑦。《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

策略》( 摘录) 批判了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策略，认为“决定”召开立宪会议只是“口头上胜利”，只有“胜

利的人民起义和临时政府的成立”才是“革命在事实上胜利”。⑧

( 三) 无产阶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

该类主题的文章主要包括第 15—25 篇，写作于 1906 年 9 月至 1911 年 9 月之间。这些文章主要是列

宁对武装起义失败教训的深刻反思，以及流亡西欧期间，同党内修正主义、取消派、召回派等错误思潮展

开斗争的理论成果，主要论述了农民运动的革命性和小资产阶级性、无产阶级革命应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斗争方式、无产阶级应重视“群众的历史主动性”等理论和实践问题。各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如下:

《游击战争》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方式取决于运动的发展、觉悟的提高和政治经济危机的进展

程度，革命者应根据政治、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等不同条件来采取不同的斗争形式。⑨《卡·马克思致路·
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细致解析了马克思对价值规律、公社等问题的论述，肯定马克思最重视“群众

的历史主动性”⑩，主张无产阶级政党有必要教育和训练群众参加革命。《〈约·菲·贝克尔、约·狄慈

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序言》结合马克思、恩格斯对英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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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列宁全集》( 第十卷)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56 页。
⑧《列宁全集》( 第十一卷)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6 页。
⑨⑩《列宁全集》( 第十四卷)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379 页。



人运动的评价和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指导，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思想斗争和革命运动进行反思。①《俄

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摘录) 要求正确看待革命进程中日益显露出来的农民阶级的两重性: 革命性和小资

产阶级性，主张俄国革命的未来是通过革命摧毁旧地主经济，粉碎农奴制的一切残余。②《反对抵制》批评

了教师代表大会抵制第三届国家杜马的决议，主张实行抵制不取决于某一机关的反动程度如何，而是“取

决于实行称做抵制的这一特殊手段的特殊斗争条件是否存在”③。《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揭示修正主

义的本质是小资产阶级世界观，反映了小市民的种种动摇和弱点，它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所抱的

态度，“是它的经济倾向和政治倾向的自然补充”④。《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摘录) 指出，是否把物

质看做第一性，意识看作第二性，实际上是“把哲学家划分为两大阵营的根本问题”⑤，而马克思和恩格斯

的伟大贡献在于发展了唯物主义，向前推进了哲学上的一个基本派别。《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阐

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是“绝对无神论的、坚决反对一切宗教的”，但在实际斗争中

不能简单地“向宗教宣战”，而要“善于同宗教作斗争”，尤其重视“用唯物主义观点来说明群众中的信仰

和宗教的根源”⑥。《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阐述了欧美现代工人运动中，作为主导理论的马克思主义，

同修正主义( 机会主义、改良主义) 和无政府主义( 无政府工团主义、无政府社会主义) 进行斗争的情况。⑦

《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指出辩证法是“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是马

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根本的理论基础”，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字句简单化、庸俗化、教条化，否则就会把

它变成“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⑧。《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详述了俄国改良主义

的来源、特点、危害和对策，要求俄国无产阶级必须同改良主义做斗争，“始终不渝地本着忠于民主革命和

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进行彻底革命。⑨

( 四) 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及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

该类主题的文章主要包括第 26—32 篇，写作于 1914 年 2 月至 1916 年 8 月之间。时值帝国主义战争

前后俄国第二次革命高涨时期，列宁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布) 和各国共产党的斗争策略发表了许多重

要观点，提出应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具体的民族独立要求、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建立欧洲联邦、无
产阶级争取民主的斗争必须服从于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民族间

的憎恨只有到社会主义普遍胜利时才会消散等原理和要求。各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如下:

《论民族自决权》( 摘录) 反击了罗莎·卢森堡宣称波兰独立是“空想”的观点，详细阐明“应当怎样

用真正马克思主义观点而不是用机会主义观点来分析具体的民族独立要求”⑩。《论欧洲联邦口号》指

出，当今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发展严重不平衡，联邦制度不可能在某个地区或全世界实行。但恰好因为这

种不平衡造成的薄弱环节，“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11。
《谈谈辩证法问题》分析了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辩证规律、形而上学的和辩证的发展观、绝对和相对等

哲学范畴，揭示了认识过程的辩证性质和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12《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 提

纲) 》( 摘录) 提出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利益时，必须始终把“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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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列宁全集》( 第十五卷)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96－2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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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列宁全集》( 第二十五卷)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64 页。
�11《列宁全集》( 第二十六卷)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67 页。
�12《列宁全集》( 第五十五卷)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05－311 页。



解放”的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根本原则放在首位的要求。①《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 摘录) 主张社会

民主党人国际主义者“不应当只为本民族着想，而应当把一切民族的利益、一切民族的普遍自由和平等置

于本民族之上”②，并且认为民族间的憎恨只有到社会主义胜利时才会消散，主张对群众进行国际主义教

育。③《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详细介绍了帝国主义的三个特点和垄断制的五种主要形式，

以此反驳考茨基所声称的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比较爱好”的一种政策，是“工业”国兼并“农业”国的企

图的说法。④《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 摘录) 阐明了列宁主要的军事纲领，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求废

除武装，就是最明确、最坚决、最彻底地表示反对任何军国主义和任何战争”⑤。
( 五) 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基本策略

该类主题的文章主要包括第 33—39 篇，写作时间为俄国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胜利初期。这些著作

主要讨论了无产阶级在俄国革命中的任务、武装革命是赢得胜利的主要手段、资产阶级革命向社会主义

革命过渡的策略、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的关系等基本问题。各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如下:

《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指出“社会民主党”的各种头衔“背叛了”和“出卖了”社会主义，已

经堕落为资产阶级欺骗群众、阻碍运动前进的腐朽工具，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因此应当旗帜鲜明地称

为“共产党”。⑥《论策略书》( 摘录) 指出，俄国当前的革命形势要求先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将“国家政权转

到资产阶级手中”，再利用现有国家和国家政权，以及工兵代表苏维埃向无产阶级统治过渡。⑦《国家与革

命( 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 》( 摘录) 的第一部分宣称“只有承认阶级斗

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⑧。第二部分主张由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

义社会，必须经过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在此期间只能实行“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⑨《马克思主义

和起义》依据马克思“像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的主张，提出起义成功的三个条件，即先进的阶级、人民

的革命高潮和革命进程中的转折点，要求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必须按照这个标准立即行动起来挽救革

命。⑩《局外人的意见》主张，一定要在严密的准备、最坚决的分子和武装力量的相互配合下，出其不意地、
迅速地对彼得格勒进攻，才能建立革命无产阶级的政权，实现全部政权转归苏维埃的目标。�11《预言》认为

内战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条件和必然伴随现象”，引起经济破坏在所难免，当前应“极其坚定地和充

满信心地”迎接社会主义在更多国家的胜利。�12《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摘录) 称考茨基的言行体

现了“效忠资产阶级的卑鄙行为和害怕内战的自由派心理”�13，还揭露了“争取多数”“利用民主”等自由

派理论的反动本质，正确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的关系这一根本问题。
( 六) 无产阶级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略

该类主题的文章主要包括第 40—47 篇，写作时间为 1919 年 4 月至 1923 年 1 月。俄国苏维埃政权稳

固以后，列宁对俄国社会主义建设基本方略、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形式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思考，阐明无

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无产阶级专政时代应注重发展经济等观点。各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指出，第三国际的成立表明领导世界无产阶级政党的国际联盟现

在有了“空前巩固的基地”，表明马克思的伟大口号“无产阶级专政”开始实现了，“人类正在摆脱奴隶制，

第一次走向真正的自由”。�14《向匈牙利工人致敬》盛赞了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并据此得出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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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称，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主要不在于暴力，而在于作为领导者的“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①《伟

大的创举》主张无产阶级在完成击败资产阶级反抗等主要任务的同时，还应着重“建设共产主义，创造新

的经济关系，建立新社会”，“创建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的事业”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在要求。②《论

国家》主要谈论了什么是国家、国家是如何产生的，共产党为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应如何对待国家等理论和

实践问题。③《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认为，当前正处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因而

“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性”④，即以资本主义、小商品生产和共产主义为社会经济

的基本形式，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 特别是农民) 和无产阶级为社会基本力量，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

经济政治决策都要立足于这种基本力量和基本形式。《青年团的任务》阐明了共青团的基本任务、基本

性质以及如何培养青年等问题。⑤《论我国革命( 评尼·苏汉夫的札记)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论

证了俄国革命对世界革命的重要意义，提出了“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

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这一著名论断。⑥《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
要求加强无神论的宣传，用具体事实和对比来说明资产阶级同宗教行为之间的关系，同时“注意自然科学

领域最新的革命所提出的种种问题”，并吸收自然科学家参加战斗唯物主义工作，还要求组织杂志撰稿人

“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对黑格尔辩证法作系统研究”。⑦

三、《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价值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列宁是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不仅领导建立了世界上首个社会主义政权，

还推动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使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和共产主义伟大事业成为 20 世纪最重要的思想、政
治潮流，深刻影响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列宁虽然去世了，但是他的丰富思想仍以《论马克思恩格斯及

马克思主义》等著作为载体，对苏联及整个世界的共产主义事业发挥着持续影响。
( 一) 向世界各国广泛传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非常尊崇，对马克思主义极其信服。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生平的回顾，既有

丰功伟绩的歌颂，也有温情细节的描写，不仅塑造了马克思、恩格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鲜活形象，

还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加以概括和宣传。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把“严格的和高

度的”科学性同革命性“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起来⑧，“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

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及其“即将到来的崩溃”，以及“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的发展”⑨，把“阶级斗

争的理论和实践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⑩。言简意赅而又高屋建瓴的概括，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的重

要价值和崇高地位，树立了它是俄国无产阶级及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者根本指南的重要地位。列宁立足于

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的时代特点，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形成了无产阶

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理论成果———列宁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

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十月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开创了较法国式政治革命更为彻底的社会革命新模式，成

功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和苏俄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以鲜活的实践证明了马克

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性，为欧亚各国的无产阶级运动树立了榜样，特别是让广大备受压迫的殖民地半殖民

地国家的人民看到了希望。列宁逝世以后，他的丰功伟绩同样受到尊崇，科学理论也得到进一步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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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列宁全集》( 第三十六卷)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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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列宁全集》( 第十四卷)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77 页。



《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收录了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重要论述，以及如何在俄国革

命实践中运用这些理论的策略，因而既包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列宁对它的发展，即列宁主义

的科学内涵。因此，《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的编印出版，向包括俄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广泛传播

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 二) 为苏联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提供了根本依据

联共( 布) 中央在列宁去世后发出纪念和学习列宁的号召，开展建造列宁墓、举办追悼会等多项举

措，确认和巩固了列宁至高无上的地位。继任者斯大林还系统阐述了列宁主义科学内涵及其对马克思主

义的发展和创新。他主张:“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无产阶

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①肯定列宁主义不仅“复活”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在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

的新条件下进一步向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斯大林和联共( 布) 中央对列宁的尊崇、对列宁主义的阐

释和宣传，都需要以列宁的文本为依据，《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就发挥了为列宁主义提供文本

依据和宣传载体的作用。《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收录的文献时间跨度长: 从 1894 年春、夏至

1923 年 1 月中旬; 涉及主题多: 有马克思恩格斯生平、马克思的学说、无产阶级政党纪律、阶级斗争策略、
无产阶级专政策略、社会主义建设方略等; 体裁丰富: 有短论、序跋、讲话、书信或著作摘录，可以说是马克

思列宁主义的百科全书。它既从理论传承的角度，证明了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关系，又结

合俄国革命实践的特殊情况，论证了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创新，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论证

了列宁主义的科学性。该专题文集的编印出版，与斯大林和联共( 布) 中央纪念列宁的其他举措相配合，

树立了列宁主义和联共( 布) 中央的权威，巩固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根本制度。长期来看，《论马克思恩格

斯及马克思主义》不断重印再版至六次之多，在苏联思想政治建设领域发挥持续广泛影响，成为苏联坚持

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资源。
( 三) 为 20 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行动指南

十月革命的胜利及苏联社会主义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欧亚多国工农群众发动社会

主义革命的热情。如中国共产主义先驱李大钊从十月革命“将从来之政治组织、社会组织根本推翻”的

革命彻底性，看到了普通民众凝聚而成的“伟大不可抗的社会力”，于是号召同胞们主动迎接“资本主义

失败，劳工主义战胜”的世界革命新潮流②，由此开启了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辉煌历程。
另一方面，俄国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实行和平外交政策，同时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帮助

东方国家建立共产党、开展工人运动。在此过程中，以《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经典著

作大量传播，其中阐述的基本原则对新兴的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重要指南。具体来看，专题文集中关于

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基本原则，如《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提出“组织一个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密切

联系的、以争取政治自由为当前任务的独立的工人政党”等要求③，是新成立共产党的基本建设原则; 关

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哲学基础的论述，如《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指出辩证法是“包罗万象

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变成“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等主张④，对各国

共产党如何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做出了示范; 关于无产阶级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中的策略，如《关于自决

问题的争论总结》提出的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把一切民族的利益、一切民族的普遍自由和平等置于本民

族之上”等要求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高潮的到来作了思想动员; 关于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策略，如《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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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斯大林选集》( 上卷)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85 页。
②《李大钊全集》( 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59 页。
③《列宁全集》( 第四卷)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49 页。
④《列宁全集》( 第二十卷)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84 页。
⑤《列宁全集》( 第二十八卷)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43 页。



家与革命》( 摘录) 指出，由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必须经过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即

“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等观点①，为推动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胜利起到重要指导作用; 关于无产阶级领

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略，如《伟大的创举》主张无产阶级在击败资产阶级反抗后应转移工作重心，

“从积极方面来说建设共产主义，创造新的经济关系，建立新社会”②等观点，有利于推动苏联社会主义建

设，指导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总之，列宁的这些革命理论和策略对于东方各国后起共产党的指导是及时

有力而且富有针对性的，是 20 世纪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当之无愧的行动指南。
( 四) 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思想资源

“列宁和共产国际十分关心东方各国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③中国共产党

建立之始即受列宁主义系统影响，“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拟定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决

议。从那时起，东方各国共产党便依照这一决议的原则进行了斗争”。④此后，之前通过日本零星传入的

马克思主义也经由苏联系统传入，《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所收录的许多单篇文章就在大革命

期间翻译过来，例如《国家与革命》的部分章节，由李春藩( 柯伯年) 翻译后，以《共产主义与社会底进化》
之名，发表于 1923 年 10 月 25 日出版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这些理论的传播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

发生重大影响。但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是十月革命以后最伟大的成功，成功的原因不在于坚持

了原原本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在于不断将其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特殊情况相结合，以中国化马克思主

义为指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党中央为了巩固党的团结统一、克服组织分裂涣散，纠正工作中“左”
和右的错误倾向，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旗帜鲜明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毛泽东强调:

“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

的大问题。”⑤为此，党中央于 1938 年 5 月、10 月相继成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编译部和中央军委编译

处，专门负责翻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全文翻译《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即在此列，该

著经柯伯年等翻译完成后，由延安解放社于 1939 年 6 月出版。此后，毛泽东又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

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⑥，要求更加注重用马

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头脑，经常注意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思想改造，注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
方法而不是本本、教条来指导革命。《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及相关单行本的编译出版，成为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直接的思想理论资源。

四、《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意义

列宁写作《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等著作的目的，就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

涵及其在俄国革命实践中的应用策略。俄共( 布) 中央列宁研究院编印《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
的目的，也在于进一步推进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中国共产党自抗日战争时

期开始，系统开展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学习和研究工程，就是为了加快提高全党理论的水平，“自上

而下一致地努力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学会灵活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

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⑦。这些成功经验表明，持续深入地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是一项驰而

不息、久久为功的系统工程。当前，《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重要观点仍然闪耀着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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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光辉，该文集创作、流传的曲折经历，也对我们当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 一) 坚持原原本本研读经典文本，把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

马克思主义“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①，指导俄国社会

主义革命率先取得胜利，进而形成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列

宁正是在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基础上，才对该理论的发展历史、主要内容、本质特点、现实价

值等做出科学论断。他率先指出，“马克思学说是人类在 19 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
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②，主要包括唯物主义、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学说

等三个组成部分。③迄今，这一概括仍是我们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指南。他还从世界历史的高

度，称赞马克思主义“阐明了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创造者的世界历史作用”④，“给无产阶级指明了

如何摆脱一切被压迫阶级至今深受其害的精神奴役的出路”⑤。诸如此类的认识，提纲契领而又准确无

误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内涵。苏俄新政权建立以后，列宁继续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资源。例如他

在《论我国革命( 评尼·苏汉夫的札记) 》中，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提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

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⑥。总

之，正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才产生了无产阶级政党纪律、无产阶级专政策

略、社会主义建设方略等科学理论，指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指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成功。《论

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列宁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重要成果，也是各国共产党员学习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来源。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犹如黑暗中的一道霞光，给正在苦苦探求救

国救民道路的中国先进分子指明了方向，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⑦中国共产党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

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富成果，使马克思主义

不断获得了新的证明和新的胜利。正如习近平所说:“我们党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视在思想上建党，其中十

分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和武装全党。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

统。”⑧马克思主义以人的自由解放为目标，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

放的思想体系和实践道路，并在回应时代课题的过程中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因而是科学的、人民的、实
践的、开放的理论。这些科学价值和重要意义，蕴含在卷帙浩繁的经典著作中。要学习和实践贯彻马克

思主义，掌握和运用其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坚守人民立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等思想，

就要结合实践认真研读经典，“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首先要做到原原本本、原汁原味，在此基础上准

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用以认识社会、分析问题、推动工作”⑨。
( 二)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立足实际推动创新发展

从马克思主义创立至今已有 170 多年的历史，迄今仍是最有价值、最具影响力的精神财富。最根本

的一条，就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

新。归根结底，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恩格斯指出:“马克思

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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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 年 5 月 5 日。
②③④⑤《列宁全集》( 第二十三卷)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41－42、42－48、1、48 页。
⑥《列宁全集》( 第四十三卷)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70 页。
⑦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 年第 7 期，第 6 页。
⑧《推动全党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 更好认识规律 更加能动地推进工作》，《人民日报》2013 年 12 月 5 日。
⑨冯颜利:《结合实践研读哲学文本》，《人民日报》2020 年 1 月 13 日。



使用的方法。”①《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的主线是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并将其科学应用于

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反映“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各

国共产党人必须根据这个“总的指导原理”和“实际生活”来“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才能领导革命

取得成功。例如，在对待二月革命后如何推进革命的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具体建议，列宁根据

当时的政治、经济情况指出，无产阶级应先配合资产阶级发动资产阶级革命，将“国家政权转到资产阶级

手中”，再利用工兵代表苏维埃政权向无产阶级统治过渡，在过渡时期内实行“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在

此期间，除击败资产阶级反抗之外，还应积极“建设共产主义，创造新的经济关系，建立新社会”②。正是

这些创新举措，帮助俄共( 布) 迅速稳定形势、巩固政权。因此可以说，列宁充分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实事

求是的精髓，列宁主义保持和延续了这一精髓，这是它之所以成为科学的关键。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实

际相结合，经过 100 年来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已经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③。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成就的关键，在于

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断之际就指出，马克思列宁主

义之所以伟大，在于它始终同各国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中国共产党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就是要学

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④。100 年来的辉煌成就就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最雄辩的例证。习近平总书记很早就强调，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

法，是我们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⑤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正在统筹推进“四个伟大”，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

政考验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

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⑥为此，要像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

的后继者一样，一如既往地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打破经验思维、主观偏见，根据不断发展变化的客

观实际更新思想观念、变革思维方式、提升精神状态。在决胜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时期，

要重视发挥观念创新和实践探索相互促进、良性互动的经验和优势，既重视思想创新，发挥思想引领的强

大力量，又重视实践创新，以适应新形势、应对新挑战。
( 三) 以哲学基础为切入点，全面准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内涵

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根本的理论基础”，这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重要性的界定。
列宁也正是通过哲学原理为入口，才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理论体系。列宁在阐述具体问题时，

也到处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的光辉。他在《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中，肯定马克

思最重视“群众的历史主动性”⑦ ; 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把是否坚持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

性，视为“把哲学家划分为两大阵营的根本问题”⑧ ; 在《我们的纲领》中主张共产党人应结合具体国情，

“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⑨ ; 在《怎么办?》中提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⑩ ; 在《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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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四卷)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664 页。
②《列宁全集》( 第三十七卷)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1 页。
③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 年 7 月 2 日。
④《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34 页。
⑤习近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学习时报》2012 年 5 月 28 日。
⑥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 年 5 月 5 日。
⑦《列宁全集》( 第十四卷)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79 页。
⑧《列宁全集》( 第十八卷)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51 页。
⑨《列宁全集》( 第四卷)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61 页。
⑩《列宁全集》( 第六卷)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3 页。



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中阐明，反宗教斗争时要善于“用唯物主义观点来说明群众中的信仰和宗教的根

源”。①由此可见，哲学问题始终是列宁最关注的问题，哲学原理也是列宁主义最重要的内容。列宁是功

勋卓著的革命家，但他首先是思维缜密的哲学家。中国共产党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时，也是从它

们的哲学原理而不是具体方法入手，例如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等。中国共产党

100 年来之所以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各方面创新取得重大进步，根本

上还在于牢牢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内涵丰富、特征

显著的理论体系，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发挥着全方位、深层次、多领域的影响。追根

溯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它在实践中的运用，也必

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方法。因此，充分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就能对

全面认识和贯彻整个思想体系起到提纲挈领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

基础包括世界观层面的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层面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价值观层面的以人民为中心，

方法论层面的辩证唯物主义等四个主要方面。在这四个主要组成部分中，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最根本的世

界观，是判断历史方位、认清基本国情的基本依据;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们适应新形势、应对新挑战的思

想武器;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价值追求，是中国共产党整个理论和实践价值归宿; 辩证唯物主义是最重

要的方法论，是制定方略、推进发展的根本方法。在这四个主要组成部分中，核心是以人民为中心，它与

社会主义的本质和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目标相契合，延续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

宗旨，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的最高宗旨。这四个方面相互促进、互为依托，缺一

不可，统一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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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ism and Its Ｒussification Strategy from Lenin’s Perspective:

A Study of Lenin’s Marx，Engels，Marxism

FENG Yan-li1 WU Xing-de2

( 1．Institute of Philosophy，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China;

2．School of Humanities，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Abstract: The special corpus of Marx，Engels，Marxism was completed by the Lenin Institute after Lenin’s
death．It is compiled and printed for the practical needs of commemorating and studying Lenin，propagating
Marxism，and maintaining the unification of the Ｒussian Communist Party ( Bolsheviks ) ． It focuses on the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ssues of what Marxism is and how to apply it，presents Marxism and its
strategy of Ｒussification from Lenin’s perspective．After the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the special corpus，it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spread of Marxism and the rise of the world proletarian revolution．
Ｒesearching the special corpus also has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significance for us to advance the Sinicization of
Maxism and to study and implement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of Xi Jinping．
Key words: Lenin; Marx，Engels，Marxism; Ｒu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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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列宁全集》( 第十七卷)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91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