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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以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策略思想演进为例  

------------------------------------------------------------------------------------------------ 

孙代尧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
新情况和工人运动的新实践，不断作出新的判断和理论解释，不断形成重大的理论创新或突破。本文以19世纪
40—9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无产阶级革命策略思想之演进为例，探讨他们是如何根据不断变化的条件，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作出理论创新的。 
   
  一、19世纪40—7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革命策略思想的演变 
   
  在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在革命策略方面，有两个相互联系的设想：一是资本主义即将
灭亡，只要通过一两次大的冲击就可以埋葬它；二是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而且是“以一次
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取得最近和最终的胜利。他们认为，共产党人“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
能达到自己的目的[1]（P307）。“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
[2]（P530）这些观点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那时，即使是工业最发达的英国，仍处于从农业社会转变
为工业社会的阵痛之中。19世纪上半叶的资本主义，由于物质实力的不足，市场经济和其他社会组织的不完
备，自我调整的能力很差，资产阶级用尽可能地压低工资、延长劳动时间等手段，获取利润。在这半个世纪
内，除了劳动力不足的美国以外，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资一律绝对地下降。阶级矛盾极为尖锐，经济危
机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工人运动风起云涌。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以极其尖锐的形式
暴露出来，使得马克思恩格斯有可能对其作出精辟的剖析并发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但当时还没有条件去分
析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的能力，从而得出资本主义即将灭亡并必然采取暴力革命形式的论断。 
   
  1848年革命失败后，马克思重新开始经济史的研究，发现资本主义经济正在走向普遍繁荣，资本主义所表
现出来的“适应性”或弹性，表明它还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继续发展，由此开始改变原来把资本主义的寿命
估计得过短的看法。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指出：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
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
真正的革命。”[1]（P470）随着这一认识上的进展，马克思后来在概括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时，提出：“无论
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
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3]（P33）这两个“决不会”是对革命策略
的理论基础唯物史观的重大发展。 
   
  19世纪60—70年代，欧洲的资本主义经济继续保持繁荣和稳定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因出现了由自
由放任向垄断发展的趋向而取得了新的适应性，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能力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资产阶级民
主和资产阶级议会制也得到了发展，到60年代，以普选制为基础的代议制开始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起重要作
用。在以暴力革命为手段建立的巴黎公社遭到镇压的同时，欧洲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合法的议会斗争中
却异军突起。历史的发展要求无产阶级改变在革命进程和斗争策略方面的旧观念。 
   
  面对新的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对40年代形成的视暴力革命为惟一策略的思想进行了相应的改变。他们开
始把暴力的、和平的两种方式并列地提出，并明确指出像英美这样的国家有可能实现和平过渡。1871年7月3
日，即巴黎公社刚刚遭到镇压后不久，马克思在一次谈话中说：“在英国，工人阶级面前就敞开着表现自己的
政治力量的道路。凡是利用和平宣传能更快更可靠地达到这一目的的地方，举行起义就是不明智的。”[4]
（P683）1872年9月，马克思在关于海牙代表大会的演说中进一步指出：“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以便建
立一个新的劳动组织……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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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工人可能用和平手
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
杆。”[5]（P179）马克思之所以认为像英美这样的国家有和平过渡的可能，是因为它们当时是议会民主制最发
达的国家。而在当时欧洲大陆多数国家中，行政的权力仍然高于议会的权力，比如在当时的法兰西第二帝国，
议会“仅仅作为点缀”，而实际上由军事—官僚机构统治，所以在这类国家（法、德、奥、俄等）中，无产阶
级仍然应当走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道路。 
   
  二、恩格斯晚年策略思想的重要突破：从暴力革命转向和平过渡 
   
  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独自在世上又生活了12年。在恩格斯生命的这最后十余年中，欧洲的经济政
治形势和阶级斗争状况又有了新的变化。 
   
  首先，在经济上，70年代开始的以电力技术的发明和运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带来了生产力的
巨大进步，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新的繁荣。英国、法国这些已经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进入一个稳定发展的时
期。德国也在经济上迅速崛起，到80年代，已基本上完成工业革命，跻身于现代化工业强国之列，成为后起而
又成功地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典范。由于经济的繁荣和进步，资本家的剥削手段也发生了变化，从靠压低工
人工资和延长劳动时间转为主要依靠技术的进步，并对工人作了部分让步，劳资冲突明显缓和。很显然，这一
时期欧洲不存在发生革命的形势。 
   
  在政治上，资产阶级民主制日趋完善。英国经过第二次、第三次议会改革，大大扩大了普选权；法国第二
帝国已经垮台，建立了第三共和国；奥地利、比利时、意大利都在争取普选权的斗争中取得很大胜利。在德
国，由于建立了帝国国会，给无产阶级开展合法的议会斗争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军事技术方面也发生了不利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变化。随着科技的进步，军队的武器装备得到了无比的改
进。特别是新使用的爆炸式的榴弹，只要命中一发，就足以摧毁最好的街垒。城市建设也逐步现代化，各大城
市新建的街道都是又长、又直、又宽，“好像是故意要使新式枪炮能充分发挥其效力似的”[2]（P520）。由于
铁路等现代化交通工具的运用，军队的调动灵便而迅速。在这种形势下，当无产阶级没有掌握军队时，任何举
行武装起义的行动都是发疯、送死，让“突击队”在前哨战中被消灭掉。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晚年恩格斯以其深邃的历史洞察力和巨大的理论勇气，在对当时的经济、政
治、军事和阶级斗争状况等方面作了科学的分析和判断后，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策略作了重大改变。 
   
  1890年2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国会大选中一举赢得35个议席，成为国会第一大党。这次选举的胜利，不仅
导致俾斯麦政府下台和“非常法”被废除，也成为恩格斯思考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转折点。他在3月7日写给拉
法格的信中说：“2月20日是德国革命开始的日子，因此，我们有责任使革命不致夭折。……所以，我们目前应
该宣布进行合法斗争，而不要去理睬别人对我们的种种挑衅。”[6]（P359）9月中旬，恩格斯在《给〈社会民
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中，公开地详细阐述了党的策略观点。他指出：党正进入另一种斗争环境，因而它
需要另一种武器，另一种战略和策略，即合法斗争的策略。不仅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而且“凡是工人拥有某种
法定的活动自由的所有国家里的所有工人政党”都应当这样做，因为“用这种办法收效最大”。当然，这必须
以统治者也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为前提，否则党将不得不重新走上“不合法的道路”。至于到那时是否修筑街
垒，诉诸武力，恩格斯作了否定的回答：“除非它失去理智……因为暴动的结果毫无疑问会失掉25年来占领的
一切重要阵地。”[2]（P403） 
   
  1891年6月，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写道：“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
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有可能和平长入新
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2]（P411）。这时，恩格斯已经把变成了
民主共和国的法国，与英美一起列入可以实现和平过渡的国家。同年10月，恩格斯又首次把德国社会民主党选
举的胜利同取得政权联系起来。恩格斯分析道：“这意味着这样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拥有250万张选
票以上的强大的党能迫使任何一个政府投降。”更为重要的是，“德国军队将愈来愈传染上社会主义。现在有
五分之一的士兵站在我们这边，再过几年将有三分之一，而到1900年，这支以前在德国特别充满普鲁士精神的
军队将大半成为社会主义的军队。这种情况正像按照命运的吩咐那样不可阻挡地日益迫近。”[7]（P290-292）
1893年6月德国大选前，恩格斯在答法国《费加罗报》记者问时说：“我认为，我们党担负起掌握国家管理的使
命的时候已经不远……可能到本世纪末您就会看到这一点。”[7]（P629）当德国社会民主党在6月大选中获得
超过1/4的选票（178.7万张）和44个议席后，恩格斯更加坚信了社会党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就可以取得政权这一
判断。显然，恩格斯已经在考虑新世纪初德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后的国家建设问题了[7]（P636）。 
   
  无产阶级政党取得了议会的多数，是否就能根据宪法顺利地成为执政党？恩格斯认为，关键在于：如果无
产阶级政党能够赢得军队中大多数士兵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就可以使统治阶级不敢停止宪法、发动武装进攻，
或者即使发动军警来镇压，军警也会拒绝向人民开枪。在1893年6月对法国记者的那次谈话中，他特别强调：
“请不要忘记这一点，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我们的选民人数反映出我们在军队里的拥护者的人数。……每6个
士兵里就有一个是我们的。……当我们取得多数时，我们的军队将自觉地做法国军队曾经本能地做过的事情，
拒绝向人民开枪。”[7]（P629）一年多后，恩格斯讲了这样一个寓意深刻的故事：古罗马曾有一个名为基督徒
的颠覆派，由于破坏了宗教和国家的一切基础，而备受罗马帝国的迫害和镇压；但是当这个团体经过17年的积
蓄力量，使军队中绝大多数都成了基督徒时，君士坦丁大帝就宣布基督教为国教了[2]（P525-526）。恩格斯显
然是借这个故事来暗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前途——利用普选权，开展合法斗争，争取广大农业工人、军队中的
士兵，最后迫使统治阶级再也不能采取暴力镇压政策，从而实现和平过渡。 
   
  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进程和策略的新思想 
   
  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恩格斯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是多数人的革命的思想。他写道：“实行突然袭击
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凡是要把社会组织完全加以改造的
地方，群众自己就一定要参加进去，自己就一定要弄明白这为的是什么，他们为争取什么而去流血牺牲。”[2]
（P521）他认为，现在的革命是多数人参加的、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而进行的伟大斗争；革命的性质决定了无产
阶级政党必须让多数人觉悟并自觉地投入到斗争中去。多数人的觉悟只能靠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工作才能达到。
恩格斯这里所说的“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工作”，就是指争取民主，利用合法斗争，争取、团结、教育和组织群
众，积聚力量，提高理论素养，准备未来的决战。 
   
  在革命的进程上，恩格斯指出，1848年的“突然袭击”和1871年的巴黎革命都没有什么成果，原因在于
“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而80年代以后德国社会民主
党的实践表明，夺取政权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它“远不能以一次重大的打击取得胜利，而不得不慢慢
向前推进，在严酷顽强的斗争中夺取一个一个的阵地”[2]（P513）。这个过程不是一个剧变的过程，而是“如
自然界中发生的某种自然过程一样”，是一个平稳的和平的渐进的过程。 
   
  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进程的观念是制定革命策略的根据，前者改变了，后者必然会相应地发生变
化。恩格斯在《导言》中写道：“因为这里斗争的条件也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
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巷战，现在大大过时了。”[2]（P517-518）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实践却对工人阶级
事业作出了第二个重大贡献，即向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恩格斯意味深长地说：“世
界历史的讽刺把一切都颠倒了过来。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是我们用合法手段却比用不合法手段
和用颠覆的办法获得的成就要多得多。那些自称为秩序党的党派，却在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合法状态下走向崩
溃。……可是我们在这种合法性下却长得身强力壮，面带红光，简直是一副长生不老的样子。只要我们不糊涂
到任凭这些党派把我们骗入巷战，那么它们最后只有一条出路：自己去破坏这个致命的合法性。”[2]（P524） 
   
  四、结论和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革命策略思想，从早期只承认暴力革命，修正为可以用暴力的或和平的两种手段
来达到目的，再进一步明确地把社会民主党人的合法议会斗争同取得政权联系起来，形成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性
质、进程和策略的新思想，都是从不断变化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所造成的不同事实出发得出的，顺应了时
代和实践的呼唤，体现了与时俱进的要求。在这个创新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鲜明地表现出了解放思想、实事
求是的精神和巨大的理论勇气。 
   



  马克思恩格斯后期的革命策略思想特别是恩格斯晚年的重大理论突破，对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
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及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但要指出的是，恩格斯的这一改变，决不是像当年
第二国际理论家伯恩斯坦和后来一些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家所说的那样，恩格斯晚年已“蜕变”成“修正主义
者”或“社会改良主义者”，更不是“放弃了通过革命夺取政权的思想”。而且恩格斯晚年在放弃暴力革命是
普遍规律的思想的同时，也没有矫枉过正，把和平过渡上升为普遍规律。因为在他看来，革命策略手段是服务
于革命目的的，如果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一目标是不能改变的话，那么夺取政权的方式，无论是合法的、和
平的，还是暴力的，都不具有原则的意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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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P47-48） 
   
  恩格斯在《导言》中曾坦率地承认：“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
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借以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
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这一点值得在这里比较仔细地加以探讨。”[2]（P510）与恩格斯
在世时相比，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更是“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借以进行斗争的条件”，特别是当代新
技术革命的蓬勃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9]（P80），表明当代资本主义的
“基础”仍如当年恩格斯所说的“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2]（P512）。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通过和平途径过
渡到社会主义，仍然是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需要继续探索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仍然值得人们“仔细地
加以探讨”。马克思恩格斯对英美法德等国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预言没有变成现实，但西欧社会民
主党等左翼政治力量通过走议会民主路线，现今已成为一种强大的政治力量，在很多国家成为执政党或参政
党。虽然它们只是希望通过和平途径对资本主义作局部改良，而不是要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但它们对
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回应时代发展带来的挑战中提出的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对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探索中，我们还可以获得有益的启示和方法。马克思恩格斯
的伟大不在于他们不犯错误，而在于他们敢于和善于在实践中纠错和创新，一旦发现原来的设想在现实中证明
不合适，走不通，能灵活机动，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而果断地调整和改变策略，选择另一条道路来达到目的。 
   
  无产阶级革命是如此，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如此。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一切有作为的马克思
主义者，都是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才取得成功的（江泽民语）；一切“躺着的马克思主义”、
“死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语）都以失败告终；如果是执政党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就会导致亡党亡国（邓小
平语）。它给我们的启示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创
新精神，善于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不断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吸取营养，不断丰富和发展理论”[9]（P66）。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9]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孙代尧（1964—），男，湖北仙桃人，法学博士，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
师。 

 

版权所有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 编辑邮箱：dxbj@sddx.gov.cn 

鲁ICP备0503511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