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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正确看待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亟待正视的问题  

曾枝盛 

2009-03-30

  自苏联东欧剧变之后，国际上掀起一股否定列宁主义的思潮。这股思潮认为，苏联东欧社会主义

之所以失败，是列宁主义带来的结果。其逻辑是：列宁主义产生了斯大林主义，而斯大林主义则带来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直接崩溃。正是在这种逻辑支配下，国外一些学者不分就里，不仅把斯大林和“斯大

林主义”妖魔化，而且也把列宁和列宁主义侏儒化。在这股否定列宁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国外不少共产

党组织或出于跟风，或出于策略的需要，纷纷在自己的党章上删除了“列宁主义”字眼，不再提“以列宁

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话语。 

  受上述思潮的影响，我国的思想理论界也出现同样的思想苗头。最明显公开的言论是，“毛泽东说

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是错误的。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的不是马克思主

义，而是列宁主义。”这种言论包含着如下几层意思：第一，列宁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第二，到粉碎

“四人帮”为止，中国几十年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贯彻的是列宁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第三，列宁

主义不仅造成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崩溃，而且也给中国社会主义带来严重损失。 

  上述认识是错误的，至少是糊涂的，我们必须彻底加以澄清和清理，才能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伟大历程和伟大成果，才能正确认识列宁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和巨大贡

献。 

  列宁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是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因而是更生动更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对于这

个结论，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怀疑。 

  我们考察一下列宁主义的起源及其发展。从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始，正式

诞生了列宁主义。因为在这次会议中，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与以马尔托夫等人为首的孟什维克就

组织问题发生了激烈的论战，最终赞同列宁观点的布尔什维克占了上风，这就标志着列宁主义的诞

生。也恰恰在这时，孟什维克在贬义上把列宁路线的观点称做“列宁主义”。1924年，斯大林在斯维尔

德洛夫大学演讲中正面使用了“列宁主义”这个概念，并给它做了如下的论述：“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

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一般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理论和策略，特别

 

【内容摘要】如何正确看待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亟待正视的问题。十月革命给中国送
来的是列宁主义，但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人一贯高举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旗帜，把马克
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先后产生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优秀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使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胜利。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失败，最根本的
原因就是丢弃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个沉痛的教训。
 

【关 键 词】列宁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1]2 两年之后，斯大林在他的批判季诺维也夫的小册子《论列宁主

义的几个问题》中，重申“列宁主义”的定义，并且认为：“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
是马克思主义的恢复，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实际情况中的应用。”[2]120 1924年6月中至7月初举行的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第一次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名词。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开始使用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这个概念。最初是一个名为阿多拉茨基的学者使用了这个概念，他把唯物主

义辩证法解释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1937年，在著名的《联共（布）党史》中的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章中，阐述“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时，谈到“马克思主义—列

宁主义的党”。从此，“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概念广泛使用和流传开来。 

  应当说，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基本规定没有原则错误，它完全符合客观实际。列宁主义的确是帝

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概，把马克思主义与俄国的实

际结合起来，在农民占绝大多数、经济落后的国家里，发动无产阶级起来革命，最终取得无产阶级的

历史性胜利。这既是列宁主义的胜利，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 

  列宁主义之所以是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它们的宗旨完全一致。第一，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宗

旨都是为了全世界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解放，为了摆脱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的

政权。第二，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于旧秩序、旧世界都主张坚决的革命，主张推翻旧世界，才能

建立新世界。第三，列宁主义完全赞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主张彻底的无

产阶级革命世界观。第四，列宁主义完全赞同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所规划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蓝图，

主张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由此可见，虽然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二者的名称不一致，但实质却是一致

的。 

  指导中国革命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20世纪末，整个世界出现了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列宁缔造的曾经叱咤一时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和国联盟在短短的时间内解体，追随它的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也都相继遭到失败，中国等社会主

义国家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以上事件是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也是最引人思考的事件。在众多的

言论中，有一种否定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由列宁主义所指导的观点特别有害。这种观点认为，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列宁主义”。因而认为，中国28年的大革命和28

年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是由列宁主义所指导，个中没有马克思主义，正因为如此，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

建设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挫折和失败。 

  持上述观点的人是缺乏唯物史观的。我们知道，从党的第一个党章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承认自己

是共产国际的成员，并承认共产国际的组织纲领，宣布自己的目的是推翻帝国主义和人压迫人的现

象，并宣布自己的最高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这些都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宗旨是一致的。

1945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明确宣告自己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七大”党章总纲明确地

写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中国共产

党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它在现阶段为实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制度而奋斗，它的最终目

的，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统一的

思想— —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中国共产

党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批判地接收中国的与外国的历史遗产，反对

任何唯心主义的或机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在“党员义务”中规定：“努力地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和领

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 

  “七大”之后，除“八大”的党章总纲规定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之
外，“九大”至“十一大”的党章均规定党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或

行动指南。“十二大”开始又重新使用“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

南”，“十五大”的党章在“毛泽东思想”之后加上了“邓小平理论”，“十六大”党章在“邓小平理论”之后又加

上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即：“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从上面党的指导思想史的简要回顾中，我们可以确信，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十五大”以后，加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邓小平理论

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这是一个整体，是历史发展的一整条链条，它可以总称为“马克思主义”，但在历史的具体

化中，即在历史时空的具体化中又可以分别称做“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这些概念。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的体系，在不同的时空，它

可以结合实际产生出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内容，但其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基本的服务对象却是相同

的。 

  正因为如此，19世纪西欧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但那里并未产生出社会主义国家。列宁依据马克思

主义的基本原理，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与俄国的实际相结合，创立了世界第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实践。十月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

毛泽东以十月革命为榜样，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与中国的革命实际结合起来，形成了中国风格和

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使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胜利。邓小平同志依

据新的时代条件和历史实际，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形成了新时代的中国特色

的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理论。党的第三代领导人，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在新的形势

下，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由此可见，无论是毛

泽东思想，还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通过列宁主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得以实现。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旗帜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 

  综上所述，中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始终没有离开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怎能说马克

思主义与中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关系呢？怎能说列宁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呢？认为“十月革命

给中国送来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列宁主义”的说法至少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说法。 

  20世纪末社会主义的挫折不是列宁主义造成的 

  20世纪80年代末期，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发生激烈动荡，紧跟着苏联也发生解体和剧变。一个由

列宁主义所缔造的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呢？人们有许多的猜测和分

析，其中认为列宁发动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机不成熟，因而是错误的。并由此认为，列宁主义造就

了斯大林主义，苏联的失败是斯大林主义的失败，从而也是列宁主义的失败。这种认识是十分错误

的：一是否定了十月革命的伟大功绩和伟大实践；一是把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等同并完全否定斯大

林主义和列宁主义；一是把20世纪社会主义的失败完全归责于列宁主义。 

  十月革命虽然是在资本主义还没达到成熟的俄国发生，但是，无产阶级革命也并没教条地要求一

定要在资本主义成熟到某种程度的时候才能进行。列宁之所以发动十月革命，完全是依据他个人对历

史时势的正确把握，准确地抓住帝国主义薄弱的链条，领导人民夺得了无产阶级的政权，使无产阶级

和广大劳动群众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使20世纪成为光辉的社会主义世纪，谁能说这不是历史的辉煌

呢？ 

  20世纪末，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失败，这是不是列宁主义的失败呢？我们认为不是的。 

  首先，苏联等东欧社会主义的剧变之冰，非一日之寒。我们认为第一层冰是赫鲁晓夫背叛了革

命，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事业。很多人认为，苏联的解体是因为斯大林的政策造成的。斯大

林在世时实行的政策，尤其30年代的高压政策对苏联的解体造成了一定的原因，但这不是决定性的原

因。更何况这仅仅是一个远因。真正的原因，还是赫鲁晓夫“20大”的反斯大林秘密报告开始的。本

来，斯大林在30年代所犯的错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已经得到赎罪。战后，斯大林的威信已经上

升到最高的程度。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下子把斯大林的威望降到最低点。更为重要的是，这不

仅仅是否定斯大林个人的问题，而且是把整个苏联、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以及苏联的社会主义事

业也都否定了。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从此走上一条没有明确方向的道路。赫鲁晓夫之后的历届苏共领

导人执行的实际上仍然是一条“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执行这样一条路线势必带来失败。 

  其次，第二层冰是戈尔巴乔夫实行了自由民主的“新思维”。就是在“完善社会主义”的幌子下，提

出“公开性、民主化和社会主义多元化”的纲领，并提出实现“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性改革”。
为此，戈尔巴乔夫号召“摧毁、打碎、炸毁、粉碎”十月革命以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体制，以及斯大

林的意识形态及其有关的一切东西。“人道、民主、自由”这就是“新思维”的核心思想。“新思维”造成苏

联的政治体制的迷误、取消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造成苏联国家解体的三大恶果。 

  再次，第三层冰是一系列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失败。无论是苏联还是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战



后都在不同程度上进行各种经济改革。例如，苏联在1965年就实行过经济改革，名为“计划工作和经济

刺激新体制”。按照此次改革的精神，克服国家对经济统得过多、过死的问题，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发

挥企业经营的积极性。但这一改革一拖再拖，进展缓慢，没有取得什么成效。1979年7月，苏联又通

过《改进计划工作和加强经济机制对提高生产效率和工作质量的作用》的决议，但由于苏联层层官僚

主义作风严重，使这样的决议成了一纸空文。到了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也鼓吹“经济改革”。戈

氏的改革精神与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改革精神基本相同，只是增加了“实现管理的全面民主化和公开化

原则”、“主张加强民主管理和社会主义自治”的内容。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也不

断实行过经济改革，例如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匈牙利的“新经济体制”、保加利亚的“经济组织

自治”、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机制改革”等等。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均未取得显著的成效，

致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缓慢、劳动力开工不足、劳动积极性不高，以及物资短缺、日常生活消费品

匮乏，一般人民过着简单朴素的生活，而官僚阶层却享有特权，过着优裕的生活。久而久之，造成政

府官员与人民群众相脱离甚至对立，从而造成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基础。 

  当然，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剧变尚有其他许多原因，例如，政治上的原因、和平演变的原因、执

政党的原因等等，在此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从上述的论述中，我们看到，20世纪末社会主义国家遭受挫折的原因不是列宁主义，恰恰相反，

正是由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丢弃了列宁主义，丢弃了马克思主义，从而造成了国破党亡的悲

剧。因为从苏共“20大”赫鲁晓夫反斯大林开始，实际上就动摇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的

地位。到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更是用“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来代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根本上

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背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所以，苏联东欧社会主

义的失败，并不是列宁主义造成的，更不是马克思主义造成的。 

  我们的结论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列宁主义是

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由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列宁主义对于中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更具

直接的指导作用，也就是说，列宁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更直接的指导性和催化性的作用。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失败的最根本沉痛的教训，就是放弃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指导作用，我们应永

远记住这个教训。 

参考文献： 

  [1]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来源：《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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