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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把“革命”的社会经济内容规定为解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把“革命”的政治内容规定为解决上层建筑和经济

基础的矛盾；并且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看作“社会革命”的两项内容。对于革命的形式，“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

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1] 

任何革命都不是随心所欲的产物，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免要爆发为革命，同时也

采取各种附带形式，如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政治斗争等。当然，“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

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

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2]  

马克思、恩格斯根据阶级斗争的规律和历史经验，十分强调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

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暴力革命的同时，并没有否定能够达到革命目的的其他手段。

暴力革命和和平改良都是达到革命目的的重要手段。“凡是利用和平宣传能够更快更可靠地达到目的的地方，举行起义就是不明智

的。” “用什么方式来达到结局，应当由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自己选择。” “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

该采取同样的手段。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  

有人认为，恩格斯晚年 “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了最后的反思和修正”，放弃了暴力革命的思想，主张“和平过

渡到社会主义”。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也不符合恩格斯的原意。19世纪90年代后，欧洲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恩格斯更多地

提到了和平道路，但未完全放弃暴力革命思想。恩格斯认为：“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不自觉的群众实行革命

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因为“斗争的条件也已发生了本质的

变化。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到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3]恩格斯“反对那种不顾条件，奢谈

或发动起义、暴动的蠢行”。他认为，普选权已成为“最锐利的武器”。同时，恩格斯也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否定暴力革命、鼓吹

“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思潮。1889年12月18日，恩格斯在一封信中说，“暴力革命”是“通往新社会的唯一大门”。恩格斯强

调：“反对任何形式的和任何情况下的暴力，我认为是不能接受的”。恩格斯在《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针对

当时党内出现的“现代的社会正在长入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思潮，强调社会主义要从旧社会制度的“壳”中“长”出来，就必须

“用暴力来摧毁这个旧壳”。但是，恩格斯在这里并没有提出千篇一律的要求，没有把暴力革命绝对化，而是像马克思一样辩证地

说：在英、美甚至法国这些“人民代议机关能够把一切权力集中于自己手里”，“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无产阶级采用

和平过渡手段，使旧社会“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是“可以设想”的。当然，这仅仅是“可以设想”而已！所以，在1895年3月，

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1848—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写的序言中，又谆谆告诫：无产阶级政党决不可能因合法斗争力量的增强而

否定暴力革命。“须知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毫不停手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政府统治

制度所能支配的范围，不是要把这个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4]1892年

恩格斯在写给阿德勒的信中说：“许多人为了图省事，为了不费脑筋，想永久地采用一种只宜于某一个时期的策略。其实，我们的

策略不是凭空臆造的，而是根据经常变化的条件制定的”。[5]“对每一个国家说来，能最快、最有把握地实现目标的策略，就是最

好的策略。”[6]  

有一种观点认为，“同时胜利论”（“同时发生论”）的发明者不是马克思，斯大林不惜歪曲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把“同

时胜利论”强加给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一国胜利论”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完全一致，谈不上什么创新。马克思、恩

格斯到底有没有“共同胜利”的思想？如果有，怎样理解它的具体含义？  

否认“共同胜利论”者的主要依据是：第一，虽然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关于“共同

胜利”的相关的文字论述，但这两个历史文献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没有公开发表，前者公开发表于1914年，后者公开发表于1932

年。因此，“共同胜利”的论断在19世纪下半叶并不为人所知，更没有因此而成为当时公认的观点。第二，《共产主义原理》中的

有些原则、论断后被写进《共产党宣言》，然而“同时发生”的提法并没有出现在《宣言》中。在《宣言》中强调的是，世界各国

无产阶级的 “联合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不是“同时胜利论”，而是

同《宣言》最后提出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思想一致的。  

我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有“共同胜利”的思想。  

第一， 从文本上看，有不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的文字论述。  



在《共产主义原理》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都有明确的文字论述。 “这种革命能不能单独在一个国家发

生”时说：“不能。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

致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个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此外，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大致相同，以致所有这些国

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它们之间的斗争成了当前的主要斗争。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

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在这些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

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

困难，在英国最终快最容易。共产主义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

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7]“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

‘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而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正是

基于这一论点，马克思、恩格斯断定：“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

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8]  

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总结失败的原因时指出：“巴黎公社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在一切重要中心，如柏林、马

德里以及其他地方，没有同时爆发同巴黎无产阶级斗争的高水平相适应的伟大的革命运动。”[9]  

1985年恩格斯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中写道：“任何革命要取得胜利，都必须是欧洲规模的”，“现代被压迫阶级

即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摆脱阶级划分，从而摆脱阶级斗争，就不可能争得自身的解放。”  

1993年6月27日恩格斯在给拉法格的信中指出：“无论是法国人、德国人或英国人，都不能单独赢得消灭资本主义的光荣……

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国际性的事业。”  

1922年春，列宁指出：“我们历来笃信并一再重申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起码的真理，即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必须有几个先进

国家的工人的共同努力。”  

第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792页有一个关于恩格斯相关论述的注释说明：“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已

经预见到美国将发展成资本主义世界最大的经济强国，并认为欧洲要不陷入对美国的依附地位，惟一的条件就是进行社会革命。在

这以后，他们再没有重提无产阶级革命同时发生的设想。”这也间接说明，抛开马克思、恩格斯1850年以后到底有没有“同时发

生”的设想不谈，至少1850年以前是有“同时胜利”的思想。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生前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公开发表，这并不能因此否定他们有“共同胜利”的设想。就像马克

思晚年博大精深的人类学笔记没有公开发表一样，不能否定马克思晚年的一系列思想。至于用“共同胜利论”来概括马克思、恩格

斯相关论述是否恰当，这种说法是否流行，甚至有关论述是否正确，那是怎样理解同时胜利论的内涵的问题？  

 第四，马克思、恩格斯的“同时胜利论”并不是像一些人机械理解的那样，无产阶级革命只能在几个主要发达国家中同一个

时间发生，而是在大概的同一个时期内发生。因为各国革命形势不一样，有难易快慢之分。而且马克思、恩格斯也指出，在英国、

美国、法国、德国几个发达国家中，要看每个国家经济发展和革命形势而定。开始时他们认为在法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容易，后

来是德国和英国，显然他们并不否定某一个发达国家首先爆发革命，而是强调一个国家首先爆发革命，然后在一段时间引起其他国

家革命，特别是西方几个发达国家的革命，甚至引起连锁性的世界革命。  

马克思、恩格斯的“同时胜利论”并不仅仅是单纯的通常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更重要是从世界历史的角度讲的

社会形态更替的革命，即以共产主义社会取代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因为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创造了世界性的交往，也产生了世界性的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的对立也成为世界性的，资本具有国际性的，因此，单独一个国家或民族不可能完成共产主义取

代资本主义这种社会形态的更替的，交往的任何扩大都将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所以直到1893年6月27日马克思仍强调：“无论

是法国人、德国人或英国人，都可能单独赢得消灭资本主义的光荣……无产阶级只能是国际的事业。”[10]  

如果从上述意义上讲，马克思、恩格斯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是一贯的（强调在世界历史条件下，国际无产阶级的联合行

动，共产主义是国际性的，单独一个国家或民族不可能完成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种社会形态的更替），是当时得到马克思主义

者的广泛认同的。如果认为用“同时胜利论”这个词来概括不准确表达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思想，那可以用世界历史条件下的世

界革命理论，或者是无产者的联合行动，如果用“同时胜利论”这个词不好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那也是

名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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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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