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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关于东方农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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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良早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东方农民问题
一。以往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理论的研究，一是分别研究各
斯、列宁的理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研究；二是将西方的和东方的农
方农民问题的理论作为一个单独的理论来研究。笔者力图避免上述不足，
的学术见解。 

  一、关于东方农民的命运及其在革命中的作用 

  19世纪，俄国、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的农民，既受到封建制度的
运十分悲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深刻地揭示了他们的悲苦命运。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俄国农民被旧制度置于“活不成也死不了的境地
个农民得到了一小块份地。可是份地的所有权在地主手里，农民如果要
量的赎金。由于农民没有交纳赎金的经济实力，所以沙皇政府给农民
间里连本带利偿还给政府。而且地主占有的土地多，农民份地的数量少。地主不需交
部土地税的重担。新生的资产者也参与剥削农民。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是高利
收税的时候，高利贷者和富农便来到农民中间，用现钱放债。农民因
接受高利贷者的条件，这样农民就更深地陷入困境。马克思1881年在有
财富，就像一只会“下金蛋的母鸡”一样，可是沙皇封建制度和新生
母鸡”。恩格斯1891年在有关文章中指出：“俄国农民从前除了交纳
付，而现在他不仅必须靠划给他的那块比以前更小而且土质更坏的份
和牧场以后，在整个冬季里饲养自己的耕畜和改良自己的那块份地，
年度赎金，而所有这一切都要以现金支付。这样他就被置于活不成也死不了的境地。

  恩格斯还提出，俄国农民经济受到资本主义发展的猛烈冲击，如同遭到
本主义发展起步较晚，为了在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它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在几十年的
国家几个世纪走完的路程。因此，它的发展造成了极其剧烈的社会动荡
“俄国是被资本主义大工业征服的最后一个国家，同时又是农民人口最多的
变革引起的动荡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强烈。”[2]（P724-725）在他看
受着极其猛烈的打击。在西欧，特别是法国，个体农民经济生存于资
工场手工业经济的打击下逐步走向破产的。俄国农民的情况却与此大不相同。他
遭受到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猛烈打击。恩格斯说：如果说法国农民曾遭受到
话，“俄国农民则是一下子就掉进了大工业的激烈漩涡，如果说工场
民，那么大工业则是用连发枪打他们”[1]（P302）。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由于英国的殖民统治和掠夺，印度原有的社
近代以来，印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长期受殖民统治。1600年，英国
个单纯的海外殖民贸易机构。后来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东印度公司
印度土地，向印度居民征税，在印度颁布法律等等。18世纪后半期，
埠，低价买进货物，然后在欧洲高价卖出，对印度进行疯狂的掠夺。
的需要，1813年英国议会取消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贸易垄断权
原料产地。从上述事实出发，马克思1853年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指出，印度和
一样，从远古的时候起，政府有三个重要的部门，一是财政部门（对
夺的部门），三是公共工程部门，即负责修筑水利工程的部门。英国
前两个部门，而忽略了后一个部门即公共工程部门，放弃了政府管理和
业便衰败下来”[3]（P763）。他还指出，在印度的农村，原本实行着
既是农民，也是手工业者，既从事农业生产，又从事纺纱、织布等家庭手工
棉织品挤出了欧洲市场，然后是向印度斯坦输入棉纱，最后就使英国
（P763）这样，英国殖民统治者就消灭了印度的纺工和织工，破坏了印度
式，破坏了印度的村社组织制度。马克思写道：“从人的感情上来说
和和无害的社会组织一个个土崩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
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难过的。”[3]（P765）固然，从历史
利于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但是马克思明确地说，英国殖民统治者在印度所做的一切，
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达到这个目的不仅取
归人民所有。马克思还揭示出中国农民与印度农民相同的命运。他在有
失败以后，被迫付给英国大量的赔款，还有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
响，造成广大人民包括农民沉重的捐税负担。他引用咸丰皇帝上谕中的
苦不堪言了[3]（P692）。 

  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列宁深刻地描绘了俄国农民在沙皇制度和
以及剥削者穷奢极欲的事实。俄国是一个农业国，农民占人口的大多



1912年春，俄国又发生了饥荒，有3000万居民受灾最严重。陷于灾荒之中的
份地，出卖牲畜和一切可以出卖的东西，甚至卖儿卖女。列宁就此说
（P216）他还指出，当时俄国的社会制度，是一种用“文明”外壳包裹
饿来折磨奴隶，公开霸占民女，公开对奴隶进行人身摧残。“而现在，他
成果来掠夺农民，农民饿得全身浮肿，他们吃不到面包，而以野菜、泥
奄奄待毙，而以尼古拉二世为首的俄国地主和俄国资本家捞到的钱财
说，他们的生意好久没有这么兴隆了，在大都市里，好久没有出现像
（P216）在这里，俄国农民遭受饥饿煎熬的惨状和剥削者穷奢极欲的景象被

  20世纪以来，俄国和东方其他一些国家兴起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高潮，
命。在东方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十月革命过程中，农民发挥着
场、观点和方法，就东方农民在上述革命斗争中的作用阐述了重要的思想。

  在俄国1905年革命时期，列宁提出，俄国农民“是真正的革命民主派
大革命热情和革命干劲”。从1905年春天起，俄国农民发动起来。他
毁地主的糖厂和酒厂。有的地方，农民夺取地主的土地，砍伐地主的林木，把地主的
饥民。沙皇政府调遣军队去镇压农民的斗争，开枪射击农民，逮捕“
并未停止。到秋天，农民斗争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已经席卷了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
夫、切尔尼果夫、梯弗里斯、库泰依斯等省份，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武
道：农民起义已经“震动了农奴制的俄罗斯”，“这个运动，像一切深刻的人民
续激发着农民的巨大革命热情和革命干劲。”[5]（P226）他说，革命
土地”和“充分自由”。夺取全部土地意味着不满足于任何局部的让
而要求彻底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充分自由意味着消灭旧的国家政权
产生，意味着不是人民服从官吏，而是官吏必须服从人民。农民的这
义。列宁写道：“这些农民是真正的革命民主派，我们应当而且一定要同他
争。”[5]（P91）还写道：“现在已经是农民以俄国新生活方式的有
大革命的进程和结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觉悟的提高。”[5]（P88
农民在革命中表现出来的精神面貌，又分析和指明了他们在革命中的作用，表
革命斗争的态度。 

  十月革命时期，列宁提出只有农民发动起来并支持工人革命，各
十月武装起义前夕，俄国各地的农民广泛发动起来，夺取地主的田地和庄院，赶走地方官吏，有力地支持了城
市无产阶级的革命。当时的俄国，正是由于形成了农民战争和工人革命相
导地发动十月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建立了工农政权。列
给予充分的肯定。他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只有农民支持工人，各
（P89）还说，俄国进行的是社会主义革命，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必要
结成巩固的联盟。“工人和被剥削农民的紧密联盟、为苏维埃政权而
社会主义。”[6]（P95）他在起草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
在有许多事情要靠你们一句有份量的坚决果断的话来决定，能不能停止
土地无偿地交给劳动者，能不能和平地实现社会主义的胜利，都要靠
断，体现了列宁对农民革命作用的充分的、高度的肯定。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肯定东方一些国家的农民已经接受了苏维埃的思想，肯定
农民代表苏维埃。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尤其是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
其等爆发了强大的农民运动。据此，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国的人民卷进了世界历史。所以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考
苏维埃运动奠定头一块基石。在这些国家里组织苏维埃是可能的，但
苏维埃，或劳动者苏维埃。”[7]（P221）还说：“显然，处于半封建依附
埃组织这一思想，并把它付诸实现。”“建立苏维埃组织这一思想很
而且可以应用于农民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关系。”[7]（P232）基于这样
人和准备建立共产党的人积极地宣传建立农民苏维埃的思想，要求他
苏维埃的尝试。 

  二、东方国家的新政权必须从生产上和生活上帮助农民 

  20世纪以后东方国家建立的新政权，面临着工业化的紧迫任务，而且也往往花大
可是在这些国家里，农民仍然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农业在国民经济
的生产和生活问题，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前提。鉴于此，马克思、恩格斯、列
和生产上帮助农民阐述了重要的思想和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东方国家尚没有出现过由无产阶级和贫
有就东方新政权如何对待农民提出有益的思想，但是从他们关于俄国
以获得农村和农民得到国家和社会帮助的思想启示。 

  当俄国国内的革命者就俄国能不能通过农村公社过渡到社会主义
1861年农奴制改革时，农村公社被置于正常的发展条件下，而且农民向
公社，那么农村公社制度就能得以巩固和进一步发展，从而有利于通
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
动过渡；最后，长久以来靠农民维持生存的俄国社会，也有义务给予
（P765）上述思想，是国家和社会从物质上和财政上帮助农民和农村公社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在领导苏俄恢复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高度关
活和发展生产提出了重要的思想和理论。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提出，为了满足农民的利益和要求，不怕



年10月至1918年夏，在俄国农村，是彻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
《土地法令》和《土地社会化基本法》，宣布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地主的田庄以及一切皇族、寺院和
土地，连同所有耕畜、农具、农用建筑和一切附属物，一律由乡土地委
耕种土地的劳动者使用，从而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可是，把土地分配
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提出的。社会革命党在十月革命以前提出了他
“土地社会化”，即主张对农民平均分配土地。但在十月革命以前，
的第二天，在列宁的领导下，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
命党人拟定的一份《农民的土地问题委托书》，即它反映了社会革命党
列宁和俄共（布）承认和接受了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纲领。在全俄工兵代表
和委托书的过程中，有人因这个法令和委托书是社会革命党人拟定的而提出
谁拟定的不都是一样吗？我们既是民主政府，就不能漠视下层人民群
“俄国幅员广大，各地条件不同；我们相信农民自己会比我们更善于正
我们的方式，还是按照社会革命党人纲领所规定的方式，并不是问题
中再不会有地主了，一切问题将由农民自己来解决，他们的生活将由他
层意思是说，革命的目的在于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只要能达到这个
另一层意思是说，取得政权的工人阶级执政党要高度重视农民的利益要求，
土地分配给他们。第三层意思是说，要相信和依靠农民，让他们自己

  这一时期，列宁提出，必须重视以新技术和新机器改善农民的生
大战时期，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有了快速的发展，有的科学技术成果
中。列宁看到了这一点，要求苏维埃政权不断地向农村供应新机械，改善
力。1918年4月，人民委员会酝酿通过关于向农村供应生产工具和机械的法令，列
为该法令草案写了一个补充意见。他提出：“分配农业机械等的基本原
产，有利于全部土地的耕作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又要对贫苦的劳动农
同年7月，他又代表人民委员会起草了一个关于向农民提供农业机械的
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粮食人民委员会代表组成的领导机
机构应迅速展开工作，提出工作方案，并尽快落实。 

  苏俄国内战争时期，列宁提出，党的政策和措施一定要保证农民
1918年夏国内战争爆发后，苏俄陷入严重饥荒之中。战争前线需要粮
粮食极为困难，由此产生了所谓余粮收集制，即国家政权强制性收取
战争以及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进展，这个政策的内容演变为国家无偿
段，内容却不是这样，而是国家政权以纺织品、农业生产工具等同农
品、农业生产工具等运送到农村，换取农民的粮食。当时列宁提出，一定要使
1918年7月，他在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国家政
农民，要保证这些商品卖到农民手中，不能落到投机商手中，“一定要使
交换--引者）中得到好处，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共和国都没有尝试过
（P484）1919年3月，他在俄共（布）八大有关决议中写道：“社会主
农城市工业品，特别是改良农具、种子和各种物质，以提高农业经营
（P198）在这里，他要求党的领导机关和工作者认真做到以下几点：
和地块窄长的现象；供给农民改良的种子和人造肥料；改进农民的牲畜品
导；由国营工厂修理农民的农具；建立农具租赁站、实验站、示范田；改良
的目的是帮助贫苦农民和中农，“党认为国家为此拨出巨款是必要的

  在苏俄由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转变的过程中，列宁提出，改善全体人民的生活必
生活条件。如前所述，在国内战争时期，苏维埃政权迫于战争形势，
策。实行这些政策，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特别是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方发生骚乱，尤其是坦波夫省、伏尔加河流域、乌克兰和西伯利亚，情
件。有的地区，农民向苏维埃政权机关和党的机关写信，对战时国家的政策提出
十大以后，列宁和党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把改善人民群众
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面前。在党的十大上，列宁起草《关于改善工人和
稿》，郑重指出，由于几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工人群众已
取措施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同时指出：由于战争和粮食歉收，
改善贫苦农民的生活状况，改善农民生活状况的措施应该多于改善工人生活
食税》一书中指出：“1921年春天形成了这样的政治形势：要求必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