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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序言中，敢于从实际出发，运用人类最新的成果，修

正自己的错误，修正不科学的论点，从而使他们的学说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完善、发展和提

高，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是与时俱进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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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读《共产党宣言》（包括读其它经典），我是不读序言的。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中，我

通读了《宣言》的七篇序言，深感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是与时俱进的理论，是敢于坚持真理和修正错

误的理论。 

 

一、在１８７２年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肯定：“这个《宣言》中所论述的一般原

则整个来说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随时随地都

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２９日，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伦敦召开，马克思、恩格斯出席了这

次大会。大会结束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大会委托起草同盟纲领。１８４８年２月，同盟纲领《共产党

宣言》正式发表。《宣言》最后用德文版出版，１８５０年出版英文版，后来法译本、波兰文译本、俄

译本相继出版，直到１８７２年，出版了新的德文版。从宣言产生以来，马克思、恩格斯对革命理论的

研究正如革命实践的发展一样，从没有停止过。比如《共产党宣言》指明了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

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但是如何对待旧的国家机器，《宣言》并没有明确回答。《宣言》

发表后，马克思在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法兰西内战》等著作中深刻分析

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阐述了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１８

７２年德文版出版时，马克思、恩格斯合写了一篇序言，对《共产党宣言》做了客观公正的评价，运用

和发展了宣言问世以后革命理论的新探索。他们勇敢地承认，由于最近２５年来大工业有了更大发展而

工人阶级的政党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法国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又有了无产阶级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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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序言中，马克

思、恩格斯具体作了这样的分析：首先，巴黎公社的经验已经证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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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对社会主义文献所作的批判在今天看来是不完全的，

因为这一批判只包括到１８４７年为止；第三，关于共产党人对待各种反对党的态度的论述，虽然在原

则上今天还是正确的，但就其实际运用来说，毕竟已经过时，因为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改变，当时所列举

的那些党派大部分已被历史的发展彻底扫除了。 

 

这是在《宣言》发表２５年以后，《宣言》的精神在欧美国家产生巨大影响的背景下，马克思、恩

格斯公开承认“有些地方已经过时”，而且在哪些地方已经过时也没有含糊其词，没有笼而统之，而是

  



  

具体分析，清晰实在。这种理论品质和理论勇气令人敬佩。 

 

《共产党宣言》毕竟是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它是同盟

斗争历史的总结。这一点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１８７２年德文版序言中鲜明指出的那样： 

 

“不管最近２５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直

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

移……”列宁也指出：“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即把社会生活领域也

包括在内的彻底唯物主义，作为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新社

会创造者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性的革命使命的理论。” 

 

一方面，坚持“一般原理是完全正确的”；另一方面，坦诚宣布《宣言》第二章末提出的“那些革

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马克思

主义的生命力之所在。 

 

二、１８８２年俄文版序言，对《宣言》发表后三十多年来俄国和美国的发展情况进行了具

体分析，提出了新的论点，指出俄国土地公有制是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但如果没有西方无产阶

级革命的支持，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的灭亡是个长期过程。 

 

在《共产党宣言》第四章中，对各国各种反对党的状况及其共产党人对他们的态度作了分析，但没

有提及俄国和美国。３５年之后，１８８２年《共产党宣言》第二个俄文版出版。这时，以俄、美为代

表的世界无产阶级运动发生了重大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十分关注并研究了这些变化，就此提出了新的

问题，作出了新的结论。 

 

１８４７年《共产党宣言》产生时，卷入无产阶级运动的地区十分狭小。当时的俄国是欧洲全部反

动势力的最后一支庞大的后备军，美国正通过移民吸收欧洲无产阶级的过剩力量。俄、美都向欧洲提供

原料，也都成为欧洲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同时，欧洲资本主义剥削的加剧，使无产阶级迅速觉醒，阶级

矛盾十分尖锐。马克思、恩格斯因此断言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不下它本身创造的财富

了，而对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的过程和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能力估计不足。 

 

时隔３５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正是欧洲移民使北美能够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

产，在继续给欧洲提供原料的同时，这种农业生产的竞争震撼着中小土地所有制，大农场代替中小土地

所有制的农场主，就使整个政治制度的基础发生动摇。与此同时，欧洲移民还使美国能够以巨大的力量

开发丰富的工业资料，工业发展了，无产阶级就发展起来了，资产阶级的资本积累也神话般地发展起来

了。 

 

另一方面，俄国的原始土地公有制大遭破坏，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开始发展，资本主义狂热迅速盛

行。俄国革命迅速发展，民意党人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以后，亚历山大三世害怕民意党人再采取恐怖

行动，躲进了加特契纳行宫。沙皇统治的衰竭，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创造

了条件。 

 

面对美国和俄国的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在１８８２年俄文版《共产党宣言》序言中阐述了他们的

新思考：俄国公社这一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有占有形式，到底是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公共

占有形式呢？还是完整地经历一个资产阶级土地集聚过程和瓦解过程呢？序言论述道：像俄国这样刚刚

踏上资本主义道路而仍然保存了公社土地所有制的国家，有可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但必须有足够的

外部条件，即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使俄国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并且双方互相补充。如果

外部条件不具备呢？序言表明，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固然必然灭亡，但这个灭亡过程就比过去设想的更

长，还要经历一个“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

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焦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完成的同时，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新的生产关系正在孕育，



旧的生产关系面临分解。这实际上已告诉人们，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但如果没有特别的外部

条件，这个灭亡是个长期过程。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也仅仅是起点！这个

寓意实际上已在其中。 

 

    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运动理论的研究，从来就不是“静止”的，而是根据世界无产阶级革命

发展的情况，不断补充、完善，不断提出新的问题，因时、因地制宜地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 

 

三、１８８３年德文版序言和１８８８年英文版序言，对“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

争的历史”的论断进行了补充和完善，修改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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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１９世纪４０年代以前，对社会的史前史、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没有人知道。马克

思、恩格斯当然不了解人类历史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因此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写道：“至今

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后来，哈克斯特豪森发现（下转第１２８页）（上接第６页）了俄国的土地公有制，毛勒证明了这

种公有制是一切条顿族的历史起源的社会基础。而且人们逐渐发现，土地公有的村社是或者曾经是从印

度到爱尔兰的各地社会的原始形态。最后，美国学者摩尔根发现了氏族的真正本质及其对部落的关系。

他写了《古代社会》一书，把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揭示出来了。指出随着原始

公社的解体，社会才开始分裂为各个独特的、终于彼此对立的阶级。 

 

恩格斯接受了这一“伟大的发现”。他在１８８３年德文版序言中揭示《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

时，根据人类对社会发展的新发现，这样写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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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１８８８年英文版序言中再一次写到：“……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

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

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就使《共产党宣言》更加科学、更加严密。 

 

可见，马克思主义敢于从实际出发，运用人类最新成果，修正自己的错误，修正不科学的论点；它

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完善、提高和发展自己，这就是与时俱进！这一点，从马克思主义创立和发展

的过程中明显地表现着。 

 

（原载《江汉论坛》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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