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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科学发展观对《共产党宣言》基本原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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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60

李士坤 

  最能代表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著作就是《共产党宣言》（以下
现代意义从根本上讲也就是考察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现代意
主义与我国国情、时代发展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
扬《宣言》的真理性，扩大人们对它的信仰，坚定人们建设中国特色社

一 

  《宣言》是时代的必然产物。《宣言》不应仅仅被看作是马克思恩格斯
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委托起草的一份
“共产主义同盟”的前身——“正义者同盟”起草过两个纲领：一个
主义原理》，皆因党内意见分歧而未获通过。尽管如此，这两个文件
备，《宣言》就是在这两个文件的基础上形成的。《宣言》是党内斗
次发生的工人运动的一个进步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与马
在40年后（1888年）回忆这段历史时写道：“所有的分歧和怀疑终于都消除了，一致通
我被委托起草宣言。”[1]（P201）可见，《宣言》虽然包含了马克思和恩格斯
讲，它是那个时代工人运动发展的必然产物。“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
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2]（P544）《宣言》也是这样。 

  《宣言》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之作，它的问世表明科学社会主
中的主要的一点，就是阐明了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创造者的世界
说是在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于1848年问世的《共产党宣言》，已
至今仍然是最好的阐述。”[3]（P305）正是这个缘故，原民主德国马
言》作为共产党人第一个公开的纲领性文献，作为对科学共产主义第一次完整的
力’。如同马克思所说的希腊艺术‘作为人类历史的童年的永不返回的
《宣言》则永远处在把人类最终从剥削和压迫、从阶级分裂和战争中解放出

  《宣言》问世以后，从1872年起直至189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共
由他们二人合写，后5篇由恩格斯一人所完成。建国后我国出版的《宣言》的
《宣言》一并发表，这是很有意义的。事实上，这7篇序言与《宣言》已成
究《宣言》所不可或缺的。 

  187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德文版写的序言指出：“不管最近25年
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5]（
这一论断还正确吗？1894年1月3日，意大利的朱泽培·卡内帕请求恩格斯
纪元》找一段题词，用简短的字句来表达未来的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以
治，另一些人受苦难”的旧纪元。恩格斯在回信的草稿上用了《宣言》中的如下
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
件。”[1]（P730）如果今天有人要为我们这个新纪元找一段题词的话
辟、最深邃、最辉煌、最鼓舞人心的。可见《宣言》现代意义是毋庸置疑的。那
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宣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
物史观。关于这一点，恩格斯不止一次地论述过。马克思逝世以后，他在
言中，两次指出：作为《宣言》的“基本思想”或“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
穿《宣言》的基本思想就是我们通常称做的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是马
的最伟大的成果，它与剩余价值学说一起，使得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
仅是《宣言》的核心基本思想和理论基础，也是一切共产党人考察社
灯，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伟大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这
和方法论。只要产生这个哲学的社会条件还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不可超越的。

  第二，根据唯物史观，《宣言》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趋势包含三方面的内容：一是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
主义。二是阶级、私有制是在历史上产生的，也必将在历史中消灭。三是人
“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P294
样曲折而漫长的过程，然而这个总趋势是不可更改的。这一人类发展的
仍然在鼓舞着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一切正义的人们。正是由于揭示了人
具有了恒久的价值，为世人所折服。《宣言》的这一基本思想具有恒久的魅力。



  第三，根据唯物史观，《宣言》揭示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是
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通过各种形式的斗争，最终消灭压迫和剥削，消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
利益的独立运动。 

  第四，无产阶级在成为统治阶级以后，就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
件。 

  第五，实现全人类的解放。无产阶级不仅要消灭阶级压迫和剥削，而且要消
使自身获得解放，而且要解放全人类。 

  以上这些基本原理之所以完全正确，就在于它不是哪个人主观想象的
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
我们之所以认为这些基本原理依然完全正确，就在于产生这些原理的社
和剥削、私有制及其必然产生的种种弊端依然存在，要求变革现实社
言》仍然是当今社会主义运动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仍然对社会主义实
背的客观真理。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具有强大生命力、
理论创新。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完全正确
这个理论既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坚持，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组成部分，是对建设中国特色社
是科学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第一个文献，那么在今天研究《宣言》的
《宣言》的基本原则的坚持和发展。应当说，科学发展观对《宣言》基本原
这里主要论述五点： 

  （一）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马克思主义
占据统治地位，在这种哲学指导下，社会历史现象和事件被仅仅看作是由思想
去思考引起思想动机背后的动因，于是便把思想、意识当作第一位的
活动反成了被决定的东西。这种观点认为，社会的改变决定于思想观
改变。这种社会历史观一直统治着包括空想社会主义者在内的思想家、哲
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思想意识不应成
机背后的动因，结果他们发现：以往的社会历史观把事情完全弄颠倒了，不是人
恰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是物质资料的生产
样的历史观，才能使社会历史的研究踏上科学的轨道。他们写道：“
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
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
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
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没有这个理论基础就没有科学发展观。 

  （二）科学发展观坚持了《宣言》所揭示的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成就推动着这一历史趋势的进步和发展。正是在这种科学的社会历史
展的一般规律。从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起生产方式的改变，分析了资
史必然性；又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
趋势。 

  经过一个半多世纪的发展，实践表明：这一趋势转化为现实必然是一
不仅要经历马克思曾经讲过的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社会主义）和高
即使在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低级阶段，也会由于各个国家国情的不同而必然要
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指出：我国仍处
理论体系清楚地表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遵循了《宣言》所揭
必由之路；而且我们在实践中根据中国国情把这条道路具体化了，这样
原理。科学发展观尤其如此，因为它本身就是这个理论体系的最新组
面迈出了新步伐，推动了社会主义事业在当代的发展。 

  （三）科学发展观遵循并发展了《宣言》所揭示的优先发展社会
一直把经济事实作为研究社会历史现象的一根红线，无论是对资本主
考察，都没有离开社会生产及交往关系的发展。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
解放、共产主义的实现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
“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
件。”[5]（P122）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宣言》明确指出：在“把一切生
级的无产阶级手里”之后，就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P293）然而《宣言》的这一基本原则，长期以来在领导社会主义建
够，使得社会主义事业在世界历史发展中一再受挫。上个世纪末“十月革命
国家全部垮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经济建设没有搞好这一点带有根本性。

  邓小平总结我国和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把马克思主义
立了邓小平理论，基本上解决了如何建设、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的问题
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坚决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
（P373）他还说，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的一条是发展生产力。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承了邓小平理论，并结合新的国情和时



济这个牛鼻子不放松，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开创全面开放的新局面，推
的航船沿着正确的方向继续破浪前进。 

  科学发展观包括发展、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和统筹兼顾四
了发展的科学性，真正做到又好又快的发展。发展的根本内容是以经济
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对于全面建
代化，具有决定意义。 

  正是遵循并发展了《宣言》优先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本原则，我
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综合国力得到了增强。据2007
新统计结果：2006年有统计数字的212个国家和地区GDP排名中，排在前
万美元为单位，下同）、日本（4434993）、德国（2888699）、中国
个排名对曾经是一个落后的大国来说，意义是非凡的，对于国际共产

  （四）科学发展观坚持并发展了《宣言》中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体的基本原
创造历史、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宣言》在
特点时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
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5]（P283）这里讲的“绝大多
翻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以前，这个“绝大多数人”是不包括以剥
阶级的；然而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仅仅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
一切阶级，消灭任何形式的压迫和剥削，使全人类都获得解放。所以，
致为一切人谋利益，为全人类谋利益。到那时，“代替那存在着阶级
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
然结论。 

  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是重大的理论创新，也是最显著的理
华。长期以来，在我国，对于什么是人的本质、什么是人的发展规律一直
是。笔者认为科学发展观解决了这个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给“人”定位，即用什么东西去规定、说
位主要不是把人作为一种自然存在物来加以说明，也不能把人作为一
活动去具体地把握。马克思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
就是说，人与劳动不可分，没有劳动活动就没有人，劳动创造了人。因此，
活动。正因为人的最基本的活动就是维持自己生存的生产活动，所以
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5]（P68
动物。人作为社会动物，他的产生、变化、发展及其性质和本质，都
结成的各种关系中获得说明；而不能像以往那样，用神秘的、天赋的原因或抽象
说的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意思。基于对人的
主体和历史创造者的原理。 

  人们的确可以从不同视角去解读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笔
唯物史观对人的认识和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基本原理提出
历史主体的基本原理。以人为本中的“人”主要是指人民，即广大人民群
为在任何时代，人民群众总是生产活动的主要承担者。在当代中国，就是以工人、
主体，包括社会各阶层在内的最广大人民群众。以人为本中的“本”
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的发展规律最本质含义就是承认人民群
历史和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承认并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
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在发展的目的、动
的主体。充分体现了《宣言》提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基本原

  （五）科学发展观坚持和发展了《宣言》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
“异化”现象。在这种社会制度中，“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
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5]（P85）。人群中的绝大多
人之为人的本质——自由自觉的活动者——的存在，而是成为了一种
值的商品；在劳动过程中，劳动者不再是积极的主动的人，而是成了机器的附
自愿的分工，而是一种自然的、被迫的分工，任何人都有自己特定的活
能越出这个范围，只要你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你就始终是这样的人，人的存在和
都只能发展自己能力的一方面而偏废了其他各方面，这是对人发展的一
种片面发展而提出来的。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防碍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制度，
会条件，这就是消灭剥削和压迫，消灭阶级，尽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
提高。教育不再是培养片面劳动者的手段，而将成为能使青年人熟悉整
自己爱好来培养他们的手段。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
能，使人成为全面发展的人。这是马克思主义崇高的社会理想。《宣言》是共
则，为建立共产主义、实现崇高社会理想指明了方向和道路。因此，《宣言》也就
和道路。 

  毫无疑问，人的全面发展同人的解放一样，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
甚至上百代人的努力方能实现，这就是说，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条件和物
一个过程它必然具有组成它的若干阶段和环节，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
重要的环节和阶段。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
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提出以人为本，一方面指出经济社会发展是人的全面
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没有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的全面
越是全面发展，就越能创造出更多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反过来又推
持从具体事情做起，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落实到经济、政治、文化、社



了《宣言》所主张的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原理。 

  很多阅读和研究《宣言》的人，非常看重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
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当然没有什么错误或不好。但有
自由发展”看成是我们现阶段就必须做到的或完全实行的。如前所述，
史过程，它意味着人的彻底解放，历史的每一个进步都是向这个目标
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由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再由社会主
高级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人的解放和获得自由的具体历程。我们
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出发，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有的水平上去满足人
的自由全面发展，而不能超出这个水平去讲每个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要充分
长期性和艰巨性，正确处理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每个人的自由发
由发展”理解为个人可以脱离他人、社会而任意发展。人全面发展当
实社会中，个人不能脱离他人、集体和社会而存在，个人的发展更是如此。
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
倡个人自由的人也常常在这一点上陷入了误区，他们喜欢把个人自由抽象化和
由人的联合体”中，个人的自由是不受限制的。他们似乎不了解，个
义。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否认个人自由，它只是认为个人自由只有在由人
所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必须以社会发展为基础和前提。这个前提就是消
个基础就是社会生产力极大发展和物质资料极大丰富，人的共产主义

三 

  今天学习《宣言》，研究它的现代意义，对于以往的经验一定要珍
为教训主要有两条： 

  第一，把实现共产主义看成是一蹴而就轻而易举的事业，尤其对
产主义的艰巨性缺乏深刻的认识。不少共产党人虽然在口头上承认实现
行动上往往是跨越阶段、违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主观的、用法令的手段取消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