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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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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前 ,高放教授送给我一本由他和李景治、蒲国良

主编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第四版 (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9 月出版) 。此书初版于 1990 年 ,作

为高等院校的研究生教材 ,当时就受到教育界以及其他

各个领域众多人士的欢迎。此后一版再版 ,一直保持着

很大的影响。第三版在 2003 年出版 ,我曾经写过一篇书

评 ,发表在该年度第 11 期的《教学与研究》上。没想到时

间刚刚过去两年多 ,第四版现在又问世了。前后两版相

隔时间如此之短 ,可以推想此书畅销的程度。在“科学社

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这个问题早已变得不那么受人关

注 ,甚至在不少人心目中已被视为无意义的陈词老调的

时候 ,谈论这个问题的书还能遇到如此欢迎 ,确确实实是

一件值得高兴和祝贺的事情。

收到新版后 ,和上一版对照了一下 ,感觉是 ,虽然总

的结构、观点和叙述没有大的改动 ,但还是有不少局部变

化、补充和更改。此书以前各版材料丰富 ,内容扎实 ,涉

及范围广泛 ,原是突出的特点和优点 ,对此 ,我在第三版

的书评中也已经指出过。这个第四版在保持这些优点的

基础上 ,又进一步使之发扬光大了。这既表现在对材料

的取舍和对许多具体史实的叙述上 ,也表现在对一些主

要观点阐述的改进上。

首先 ,新版的信息量更大了 ,使用的材料更为丰富

了。民谚有“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之说。熟悉本专

业的“内行”细读此书 ,从中大约不难发现一些常人容易

忽略的事实。有心人由此开拓思路 ,按图索骥 ,进一步去

寻找相关材料 ,相信可以找到新的研究起点。特别是书

中对当代社会主义在世界各国的理论和实践的评析 ,对

当今世界上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介绍和评价 ,述之甚详 ,

观点也十分公允 ,颇值得一读。例如 ,对冷战结束以来托

派的分析 ,对“‘左派’共产党的分化、僵化与进化”的分

析 ,对原苏东地区社会主义各派的“新态势”的分析等等 ,

都是第三版和本版中很好的部分 ,其中既吸取了近些年

来国内外的学术成果 ,又结合了编写者们自己的研究所

得 ,写得相当细致 ,并且提出了许多独到而有启发意义的

观点。我愿在此再次 (第三版的书评中已提及) 指出本书

对托派的评价。众所周知 ,“托派”这个名词 ,在过去长时

期中在我国完全等同于反革命 ,除了对它一味诅咒漫骂

之外 ,不允许再有任何别的评价。改革开放以来情况虽

有变化 ,但研究者们大都还是尽量绕开 ,少有人愿意去碰

这个费力不讨好、说不定还可能惹麻烦的领域。而这本

书不但不回避麻烦 ,而且在较详细地介绍和批判地分析

了托派当代的理论主张和组织活动后 ,最后作出这样的

评价 :托派组织“七十多年来一直在坚持其科学社会主义

的实践活动”。这个结论观点鲜明 ,毫不含糊 ;在我看来 ,

它也是完全客观正确的。

其次 ,在一些地方 ,本书新版做了值得注意的补充更

新 ,关于这些 ,读者大可自己去对照比较。一个有趣的例

子是本版序言中已经提到了的 ,这就是“导论”中的一处

主张。这个主张认为 :对“共产主义”这个术语 ,实际上译

为“公共主义”更为准确。初看起来 ,这个提法近乎无谓 ,

“共产主义”一词久已成定译 ,可谓家喻户晓 ,妇孺皆知 ,

现在为什么又要标新立异呢 ? 然而读下去便可以发现 ,

这个标新立异并非没有意义。本书提出了一个掌故 :八

十多年前已有人将 communism 这个外来词译为“公共主

义”。从原意看 ,communism 这个词 ,本来确实具有由整

个社会共同管理自己的事务、共同推动社会公共事业发

展的含义 ,“公共主义”的译法就包含了这层意思 ;而“共

产主义”的译法则似乎主要只强调了把财产归于公有的

意思。这样看来 ,“公共主义”的译法自有其优越于“共产

主义”之处。当然 ,我在这里所转述的只是本书作者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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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看法 ,别的学者未必都会接受 ;此外 ,对于“共产主

义”这类早已为公众所熟悉和接受的术语 ,即使有缺陷 ,

现在恐怕谁也都无法再作改动了 ,本书作者们对此也是很

清楚的。但不论如何 ,提出这一主张的确包含着对事物作

更深入、更全面理解的启发性思路 ,具有积极的意义。

再次 ,仔细对照一下可以发现 ,本版与以前相比 ,在

观点上也有了一些改动和变化 ,它们反映出作者们注视

时代发展 ,跟踪最新事态 ,不断总结经验并吸取近年来新

的学术成果的事实。仅举一例 :关于“一国社会主义”理

论的问题。众所周知 ,这是一个历来争议极大的问题。

按照当年斯大林的说法 ,是列宁首先提出了这个“一国社

会主义”理论 ,即在一国取得政权并建成社会主义的理

论 ,而这个理论被赞誉为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

然而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和演变源流的人都知道 ,对此

说历来争议极大。特别是在苏联和中国以外 ,持反对意

见的大有人在 ,认同斯大林看法的反而不多。近年来 ,随

着学术气氛的改变 ,国内学者也已经敢于提出自己的不

同观点了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这个理论实际上是斯大

林假借列宁名义自己的创造。在这种情况下 ,本书新版

在大体仍持原来看法的基础上 ,缓和并修改了先前的说

法 ,不再讲斯大林“坚持”列宁的主张 ,而是改为斯大林

“另提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见第四版第 112 页) 。

从作者的立场出发 ,我以为这种做法是可取的 ,反映出作

者对新的学术进展既吸取又谨慎的态度。

我希望从上面所举出的这几个例子 ,已能使读者看

出这一新版所作的改进。当然 ,依我之见 ,本版还是有一

些缺陷 ,其中有的是原来版本中遗留下来的。除了我个

人持不同看法的地方之外 ,还可以举出一些说法欠准确

和欠妥当的地方。在新版第 85 页上说 :“马克思发现 ,东

方社会 ⋯⋯由于灌溉和兴修水利的需要 ,那里普遍存在

着土地公有制度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强大的中央集权 ,

这就是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但据我理

解 ,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这样的 :土地公有制度

是从原始公有制那里继承来的 ,而并非由于“灌溉和兴修

水利的需要”。这一需要并不是造就了这些土地公有的

公社 ,而是在它们之上竖立起了无所不能的集权政治 ,即

所谓东方专制主义。可见 ,上述说法是不够准确的。另

外 ,下面紧接着说“这两个特点结合起来 ,就使得东方社

会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马克思原先所归纳的人类社会的

一般规律”,也未必合适。因为据我所知 ,马克思早在 19

世纪 50 年代就认为 ,直到近代以前东方始终具有不同于

西方的独特发展道路 ,他并没有把东方的发展看作是“一

般规律”的例外 ,因而 ,“偏离”的说法似乎也不太恰当。

近年来 ,根据新的时代需要和新的经验对社会主义

历史进程作宏观理论反思的著作增多了 ,出现了一些饶

有新意、值得认真研读的书籍和文章 ,例如 ,韦定广的

《“世界历史”语境中的人类解放主题》(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边鹏飞等人的《反思与求索 ———当代资本主义和

社会主义发展进程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等。这是令人高兴的事情。马克思以后的社会主

义者曾以拥有完整而有说服力的理论而自豪。但是 ,一

个多世纪以来历史的实际发展显示比理论预测更加复

杂 ,从而向理论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挑战 :社会主义革命

并没有按预期的那样在西方发生 ,东方却意外地举起了

社会主义革命的旗帜 ;由此所决定 ,社会主义并不是作为

资本主义发展到顶点之后的替代形态 ,而是演变为发达

工业化社会中的改良力量和落后地区加速实现现代化的

手段 ,对历史发挥自己的影响。由于理论体系遇到了这

些棘手问题而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在现代和当代 ,到处都愈益放弃或“淡化”其科学说明世

界的企图 ,重新退回到了伦理主义的领域。这些现象都

是现实的、可以理解的 ,然而真正的理论探索却不能满足

于现象 ,不能满足于对既有的存在做支离破碎的、实用的

解释和辩护 ,而应当深入于现象内部 ,本着科学的和批判

的精神认真考察分析本质之所在。当着这样做时 ,惟一有

效的方法就是重新回顾并总结历史 ,包括马克思以来的社

会主义历史。换句话说 ,运用马克思学说所创造的、至今仍

然有效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 ,去检验和分析马克思主义以

来的全部社会主义演进史 ,仍应当是当今研究者的一项重

要任务。不如此 ,社会主义便失去其理论说服力 ,沦为令人

生厌的“官房学”。因此在我看来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这个

领域中的著作 ,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还远远不够 ,

还需要有更多更好的著作出现。《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

实践》以往各版迄今已经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这使我们有

理由期待它在未来的新版起到更大的作用。

[责任编辑 　刘蔚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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