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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主义”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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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是两个主义,不是一个主义

“列宁主义”一词最初是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上由党内少数派即孟什维克派首领马尔

托夫最早使用,后来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等人也用过,都是作为贬义词用以指责列宁。列宁从来反对

“列宁主义”这种提法。他作为党内多数派即布尔什维克派的首领,总是用“布尔什维主义”来表达

多数派的思想观点。到1923年列宁病危之际才由他的战友加米涅夫将“列宁主义”作为褒义词在一篇

文章中使用。到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之后,党中央在讣告中郑重正式提出“列宁主义”,而且把

“列宁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并列。盖棺论定,列宁一生在理论上的贡献用“列宁主义”来概括

是符合实际、很有必要的。 

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那是1924年7月共产国际五大在文件中才出现,旨在把马克思主

义与列宁主义联结为统一的先进理论,要求各国共产党进行宣传和学习。这里还要顺便指出:在外文

中,“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二词多是用一个连字符联结为一体,准确的中文译法应是“马克思

主义-列宁主义”;连采用很多汉字的日文也是在这二词之间加进一个中圆点,译为中文应为“马克思

主义·列宁主义”。只有在中文中,人们才简化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甚至更简称为“马列主义”。

这种广为流行的不精确的译法,易被误解为“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是一个主义。实际上,这两

者是形成于不同时间、地点,基于不同世情与国情的两个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简而言之,马克思主义是人

的解放学。只有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才能最终实现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解放。在这个基本点上,

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的。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中下叶一直认为世界共产主义将

由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英、法、德三国无产阶级革命带头来实现,这在当时是顺理成章的。到20世

纪初,时过境迁,世界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的新阶段,俄国成为帝国主义各种矛盾的集

中点和薄弱环节,列宁认为世界革命将由俄国革命带头来实现。而俄国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又长期

面临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包围和干涉,它要带头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如逆水行舟,逆流而进,有很

多新难题。列宁主义就是试图解决这些新难题的理论结晶。所以,“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既

有一脉相承的历史联系,又更有两相区别的理论观点。两者都是科学真理,都推进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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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两者又都有真理的相对性。当今我们要与时俱进地向前发展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善于将其科学

精神、科学态度、科学方法、科学理论与当今时代特点、世界形势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同时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与合作,致力于构建和谐世界。 

二、什么是列宁主义 

究竟什么是列宁主义呢?在列宁逝世后,苏共中央领导人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斯大林、布哈林

以及一些理论界权威人士当即各自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观点与表述并不一致。但是随着对斯大林个人

崇拜的盛行,长期以来人们都以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在1924年4月间发表的《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

中的说法作为准绳。斯大林说:“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一

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我

在教学中一直都引用并讲解这句经典名言。 

现在看来,这个定义的内涵过于狭窄,其适用范围又过于宽广。定义只提到政治方面的无产阶级革

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并没有包括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而探索落后国家如何采用新经济政策等等

来逐步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正是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新贡献。斯大林的列宁主义定义的适

用范围不仅限于落后国家,而且包括整个帝国主义时代的世界一切国家。其实列宁所强调的无产阶级

暴力革命,几十年来的实践和当今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的态势都证明,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是行不通

的。 

我认为列宁主义是列宁从1893年到1923年这30年间把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群众革

命运动相结合的理论创新的思想体系。依照我个人的研究心得,我认为应该给列宁主义下个新的定义,

即:列宁主义是列宁探索由俄国革命带头实现世界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 

俄国从1547年起建立沙皇君主专制制度,历经留里克和罗曼诺夫两个王朝,先后由22个沙皇统治

370年之久。1861年从上而下废除农奴制度后,资本主义发展较为迅速。19世纪80年代开始工人运动高

涨和传播马克思主义,1898年建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当即遭到沙皇专制政府取缔。1903年列宁等人

在国外重新建党。1905年爆发第一次民主革命,党积极参与领导,失败后党领导群众坚持斗争。到1917

年2月俄国工农大众取得第二次民主革命的胜利,推翻了沙皇专制政府。列宁主张因势利导把民主革命

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经过八个月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取得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推翻了

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又经历三年内战与外战,打败国内反革命势力和十四

国外国武装干涉者,终于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随后逐步恢复了国民经济,使俄国走上和平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新路。列宁晚年又提出落后国家逐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径。十月革命后列宁还努力开

展世界苏维埃运动,想在众多国家都推行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共和国,并且组成世界

苏维埃共和国联邦。然而从1918-1923年在芬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德国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有

的只存在十几天,最长的是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也只坚持133天,先后都失败了。1924年列宁才54岁,

过早病逝!也是这一年,世界资本主义进入相对稳定时期。 

由上述可见,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之时,列宁还只是把马克思主义建党和夺取政权的理论付诸

实践,取得胜利。直到1923年列宁进一步探索了俄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带头推进世界革命,才使

列宁主义成为较为系统的思想体系。 

三、列宁思想体系的是非得失 

纵观列宁一生,主要是做了四件大事:第一,建立先进的工人政党;第二,由党领导群众夺取政权;第

三,依靠工农政权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第四,推进世界革命,帮助其他国家建党、开展革命斗争。在这四

件大事中,列宁都有独特的新贡献,都取得重大的成就,又都难免有欠缺和过失。我认为,当今我们要联

系列宁所做的这四件大事,从双重意义上来具体剖析列宁思想体系的是非得失,即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

义之“是”与“得”,照搬甚至违背马克思主义之“非”与“失”。 

第一,建立先进的工人政党。列宁在俄国建立了工人阶级政党,考虑到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封建专制

大国,列宁的建党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当时十分强调集中制和组织的严格纪律性,要建立一个革命家组

织,要求党员积极参加组织生活。到1920年战争结束,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列宁就提出“工人民主制”,

这比民主集中制是更准确的提法,可惜来不及__明确写进党章,这样就给党留下隐患,后来在实践中长

期造成集中压倒了民主,党内民主甚至被破坏殆尽。十月革命后,列宁坚持实行党代表大会年会制,从

1918到1925年,每年都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重大决策都在代表大会上作出,党中央内部有不同意见



可以在代表大会上另作一个副报告来反对正报告(1925年以后党代会年会制被破坏)。1920年列宁建立

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它与中央委员会平行,专门监督中央委员会,避免中央委员特别是总书记滥用权力

(1934年以后中监委改为隶属中央委员会领导)。但是,列宁在建党方面也存在不足,列宁靠他个人的声

望来领导党,又强调党的集体领导,没有设党中央主席一职,却又在1922年4月5日十一届一中全会上设

总书记一职。总书记本来只是党中央书记处的首脑,而并非党中央第一把手的职称。俄共(布)当初设

总书记本来是为了实行党政分开,总书记不在政府兼职(斯大林担任总书记后不再兼任政府民族人民委

员),专职管党的建设工作。由于党中央没有设主席一职,在1924年列宁逝世以后,就便于总书记个人独

揽大权,最终使总书记一职成为共产党中央的最高领导职务。后来到1941年斯大林又发展为集党、

政、军三大权于一身,实行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制。这“三制”显然是沙皇封建主

义君主专制制度渗透到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中来的毒瘤,留下了严重后患,又给国际共运造成深重消极影

响。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理应吸取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成果,实行权力制约制、职务任期制与民主选举

制。 

第二,由党领导群众夺取政权。列宁主张党要领导群众夺取政权,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采用合法

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的办法,在和平过渡无望的情况下,要举行城市武装起义。列宁认为,在俄国要

先进行民主革命然后再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在夺取政权以后,要经历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

在过渡时期重视发展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同时坚持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实现的原则,即民主选举产生领

导干部,反对官员特权。但是列宁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

[1]。在列宁领导这六年中,苏维埃政权已屡屡发生破坏民主与法制的事件,社会主义民主与自由受到

颇多限制。1919年7月31日他在《全俄教育工作者和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中说:“我们就是坚持一党专政,而且我们决不能离开这个营地。”[2]十月革命后当孟什维克和社会

革命党这些主张改良主义路线的社会主义政党要求与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建立社会主义统一战线,成

立“清一色的社会主义政府”时,列宁断然拒绝。这种“一党专政”的思想是唯我独“社”(社会主

义),非我即“资”(资本主义)。列宁对西方社会党、社会民主党也是视之为资产阶级代理人和无产阶

级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物”和“绊脚石”,拒不与之合作。这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党政治常规

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主张共产党要联合其他工人政党和小资产阶级政党。政

党政治的常规是多党制。西方资本主义多党制又可细分为三种模式:一党独大,一党长期执政,如日本

自民党;两党双大,两党轮流执政,如英国、美国;各党都不大,多党联合执政,如法国、意大利。共产党

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一种既继承又超越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新型社会主义多党制:从1917年12月起苏

俄实行过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并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两党合作联合执政,到1918年春还实行过俄共(布)领

导并与俄国民粹主义共产党和俄国革命共产党的三党合作联合执政。可惜列宁未能坚持到底,随即这

两个小共产党都合并到俄共(布)中来了。它们本来是从代表农民阶级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分化出来

的,如果能够单独保存下来,建议它们合并为一个代表农民阶级的政党,譬如改名为俄国革命社会党,与

俄共(布)长期合作,这样对于巩固工农联盟是大有好处的。后来实践证明,列宁开创的一党专政制使苏

共长期缺少其他政党监督,有错难改。 

第三,依靠工农政权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列宁借用俄国工农创造的苏维埃政权,探索一条在经济文

化落后但政治先进的国家可先夺取政权,依靠苏维埃政权来进行建设的道路。列宁认为苏维埃政权就

是第二个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工人政权的再现,他把苏维埃上升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依靠这个最高权

力机关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总结巴黎公社废除常备军的经验教训,在资本主义列强包围之下

建立一支常备军以保卫社会主义国家,这是非常重要的创新。再者,俄国是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因

此,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必须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这是在国体上的创新;俄国又是

一个俄罗斯民族不占多数的多民族的国家,所以,俄国的社会主义政权还应该以各民族联合为基础,采

用联邦制的形式,这是在国家结构形式上的创新。列宁开辟了一条在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新路,即“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3]。列宁认为,社会主义=苏维埃政权加普鲁士的

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总和[4]。他主张,在落后国家应该通过

国家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对农民应该通过合作化来逐步实现公有制,特别是列宁晚年主张通

过新经济政策来逐步通往社会主义。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但是列宁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



犯了过“左”过急的错误。如1918-1920年把在战争环境下采取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凝固化、普遍化,

取消货币,采取粮食征集制,实行实物平均分配,误以为用战时共产主义就可以一步登天,实现共产主

义。1921年列宁就改正了这个错误,转而采取新经济政策,利用商品市场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以市

场为基础”,通过竞争加速发展生产力,逐步发展到社会主义。可是到1929年斯大林就提前结束新经济

政策,开展全盘农业集体化,使经济发展大受挫折。十月革命后在战争环境中还形成了以党代政、党政

不分的政治体制,这样是不利于政府独立自主地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1922年列宁已认识到必须实行

党政分开,但是来不及切实改正就过世了。后来以党代政的体制就更加严重了。 

第四,推进世界革命,帮助其他国家建党、开展革命斗争。列宁在1916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

最高阶段》中,认定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新阶段,处于社会主义革命前夜。据此于1917年举

行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依据马克思主义的

世界革命的思想,在各大洲推进世界革命,形成世界苏维埃运动。为了推进世界革命,1919年成立了第

三国际,作为世界革命的总司令部、总指挥部。 

191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后来在各国扶植建党,帮助其他国家开展革命斗争。

马克思主义的确有世界革命的思想,但是马克思反对输出革命,他认同某一个国家成为世界革命的中

心,主要是作为影响中心。但是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以俄国为中心实际变为指挥中心,控制中心,资助外

国共产党闹革命,策动在其他国家搞暴力革命,成立苏维埃共和国,还要组成世界苏维埃共和国大联

邦。 

1922年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苏维埃本是一个俄文普通名词COBET的音译,

意为“会议”,原指俄国工农在革命中开创的工农代表会议。苏联把“会议”一词列入国名,就是要 

把“苏维埃”推广到世界各国,还要各国都加入苏联。这显然是列宁对当时世界革命形势和新建立的

共产党作了过高估计,同时也是列宁对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和调节力估计不足,是列宁教条式地照搬甚至

违背马克思主义世界革命的思想。现在看来,“世界苏维埃共和国联邦”是带有浓厚政治浪漫主义和

理想主义色彩的一种理论。 

学理教条主义、封建专制主义和军事扩张主义的表现,可以说是苏联模式的三大病根。从列宁领

导时期起,就开始受此影响,埋下了这些病根。如: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是受学理教条主义影响;坚持一党

专政是受封建专制主义影响;输出革命(如1920年进军波兰,1921年策动德国革命,1921年策动蒙古革命

脱离中国)是受军事扩张主义影响。所幸的是,列宁原是彼得堡大学法律系毕业生,又流亡西欧十五年

之久,他富有民主思想,长期经受过欧洲民主思想的洗礼,能够与时俱进,能够逐步认识错误,改正错

误。列宁思想体系既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之处,也有教条式照搬马克思主义,甚至违背

马克思主义之处,总的看来,是多于非,得大于失。列宁主义探索由俄国革命带头实现世界共产主义的

理论虽然直到后来也未能实现,但是它探索落后国家逐步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至今对我们仍然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而列宁留下的一党专政的“遗产”,到后来党内民主被破坏殆尽,又演变为党内一派专

政、领袖个人专政。苏共从20世纪30年代起培植了党政军官僚特权集团,其势力愈益增强,越来越多的

社会公仆蜕变为社会主人。“左”的错误长期难改,促使1988年以后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路线转向右

的方面,终于酿成1991年苏联剧变的悲剧,使苏共完全被广大人民群众抛弃,悄然自行解散,从而自我葬

送了列宁主义的成果,其深刻教训非常值得我们认真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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