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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类优秀政治文化的历史沉淀

● 社会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运动源远流长

● 它们的源头在哪里？

● 社会主义学说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的？



Frederick Engels
1820~1895 

Karl Kautsky
1854 ~1938 

卡尔·考茨基著：《近代社会主义的先驱》

19世纪末，卡尔·考茨基从柏拉图的思想
开始研究“社会主义前史”。恩格斯1895年
5月21日在致考茨基的信中赞扬说：他“抓
住了一个全新的题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9卷），第462页



1.   社会平等

◎ 政治文化

◎ 阶级社会的不平等

◎ 阶级斗争

◎ 对理想社会的憧憬



☆ 希伯莱的六位先知

阿莫斯

霍齐亚

艾赛亚

杰里迈亚

伊齐基尔

艾赛亚第二

他们从公元前8世纪

中叶开始，在以后长
达3个世纪的岁月里，

各自根据不同的社会
背景，提出了许多独
具特色的拯救社会的
方案和设想，使得我
们对乌托邦思想史的
研究在时间上不能不
向前追溯数个世纪，
并把研究的范围扩展
到希腊以外的民族。



☆ 在古希腊城邦中，社会平等是民主政治的主要内容之一

“法律对所有的人都同样的公正”
——伯里克利

德谟克利特赞颂人们之间的友谊、
友爱同情穷人和互相帮助

“我们首要的任务乃是铸造出一个幸福国际的模型来，

但不是支离破碎地铸造一个为了少数人幸福的国家，
而是铸造一个整体的幸福的国家。”

——柏拉图



☆ 下层民众的社会平等诉求

● 《圣约》中《新约》部分的最后一章

——《启示录》

● 中国古代农民起义者提出的“等富贵”



2. 财产公有

◎ “平等者之父”吕库古

◎ 柏拉图的“共产主义制度”

◎ 《圣经》（《新约》之《使徒行传》）

他们的共产主义并不是生产资料的共产主义，
而是最广义的消费资料的共产主义，即消费共产
主义。

——考茨基：《近代社会主义的先驱》
（第 1卷），22页



3. 民主政治

◎ 民主是实现社会平等的政治保证

◎ 民主是共和政体的基本特征

◎ 民主就是人民的统治

◎ 民主政治反映的是公众的参与性



二、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

1. 宗教改革

2. 文艺复兴



1. 宗教改革

◎ 395年罗马分为东西两大部分

◎ 1054年基督教正式裂

◎ 天主教是西欧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

◎ 1517年10月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

◎ 1536年加尔文发表《基督教信典 范》



2.  文艺复兴

◎ 兴起于14世纪的意大利

◎ 15世纪遍及欧洲

◎ 16世纪达到鼎盛

◎ 前期代表人物
文学方面：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
艺术方面：乔托，玛萨乔，多那台多

◎ 后期代表人物
文学艺术：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提香
政治思想：马基雅维里



◎ 对罗马教会的冲击给带来的就是人们思
想上的解放，同时为人文主义的全面复
兴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 文艺复兴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具有深远影
响的思想解放运动

◎ 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所表现出来的对旧
的社会制度、对愚弄人民的宗教羁绊的
批判精神，同样也为社会主义提供了丰
富的养分



三、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

1. 什么是资本主义

2. 资产阶级革命

3. 资本主义制度



1.  什么是资本主义

◎ 费尔南·布罗代尔的考证

◎ 马克思·韦伯和马克斯·舍勒的解释

◎ 中国的正统说法

黄仁宇

十六七世纪以荷兰及英国为首的西欧国家，趁着宗
教改革之发难，将封建制度的残余力量一扫而光，
代之以新社会的国家组织与经济体系。这种组织与
体系，以“资本主义” 称之。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第7页



以一个常用名词而会产生如此多问题，大概因为资本主义在世界

上牵涉的地区广泛，历时久远，迄今尚未停顿，且又与现代生活发

生了密切的关系。近世纪发生的战争与大规模的动乱，通常都与它

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资本主义，既可当作快乐与新生命之原动

力，也可以视为许多失望与灾难的渊薮，因而我们无法在理智上或

情绪上漠然视之。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第1页



2. 资产阶级革命

◎ 资本主义制度是通过资产阶级革命确立起来的

◎ 资产阶级

◎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3.  资本主义制度

◎ 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开放性、动态性和多元性的特点

◎ 17~18世纪资本主义制度最早在西欧、北美确立

◎ 民主制

◎ 议会制



四、早期社会主义思想

1.  什么是社会主义？

2. 16—17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

3. 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

4. 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



1.  什么是社会主义？

◎ 鲁缅采夫的《科学共产主义辞典》的解释

◎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的解释

◎ “社会主义”一词的由来

◎ “社会主义”的内涵

阅读资料
1.   高放：《“社会主义”一词的由来》，《人民日报》1978年12月4日
2.   蔡声宁：《试论“社会主义”一词的起源》，《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
资料》1980年第40期



Utopian Socialism 



2. 16—17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

时代 代表人物 国别 代表作

16~17世纪 托马斯·莫尔（1478 ～ 1535） 英国 《乌托邦》
托马斯·闵采尔（1490～1525） 德国
托马斯·康帕内拉（1568～1639） 意大利 《太阳城》

人物 对现实社会的 批判 对未来社会的设计

莫尔 羊吃人 乌托邦
闵采尔 贵族的残暴、资产阶级的妥协 千年王国
康帕内拉 反对私有制度、利已主义 太阳城

托马斯·莫尔

特点：从文学角度



3. 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

时代 代表人物 国别 代表作

18世纪 让·梅叶（1664～1729） 法国 《遗书》
摩莱里（1720～1780） 法国 《自然法典》
加·马布利（1709～1785） 法国 《论公民的权利与义务》

特点：从法律角度

人物 对现实社会的 批判 对未来社会的设计

梅叶 揭露宗教的骗局、通过革命取得自由
摩莱里 私有制是万恶之母
马布里 私有制是万恶之母

财产公有
人人劳动



4. 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

时代 代表人物 国别

19世纪 昂立· 圣西门（1760 ～ 1825） 法国
沙利·付立叶（1772～1837） 法国
罗伯特·欧文（1771～1858） 英国

Robert  Owen

1771~1858

Francois Fourier 
1772~1837

St. Simen
1760~1825



◎ 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 他们对未来社会的设想

● 圣西门: 实业制度

● 付立叶:  和谐社会

● 欧文:劳动公社

◎ 特点:  从经济角度

◎ 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