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共产党宣言》七篇序言的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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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848 年 2 月《共产党宣言》( 简称《宣言》) 发表。在此后的 45 年间，马克思、恩格斯在

不同时期为《宣言》写了七篇序言。序言进一步从多方面、多角度阐发了《宣言》的基本思想、指
导意义，并为《宣言》作注。即进一步阐发了“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的重要思

想，进一步概括和评价了贯穿《宣言》的唯物史观“基本思想”，进一步介绍了《宣言》产生和传播

的历史并评价了其部分译本，进一步阐述了《宣言》的意义等。这些重要思想是新时代我们学

习、理解、宣传和运用《宣言》时应给予充分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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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8 年 5 月 5 日，卡尔·马克思诞生于

德意志邦联普鲁士王国莱茵省特里尔城一

个律师家庭。1848 年 2 月，马克思和他的亲

密战友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撰写了科

学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
2018 年是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共产党宣

言》问世 170 周年。对《共产党宣言》，列宁

在其于 1914 年 7 月至 11 月写成的《卡尔·

马克思( 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 》一文中

指出:“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

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即把社会生活领域也

包括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作为最全面最

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

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者无产阶级肩负

的世界历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理论。”①

2009 年 12 月，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

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的《马克思恩

格斯文集》10 卷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其

中该文集第 2 卷开篇收入的即是《共产党宣

言》( 以下简称《宣言》) 。而在《宣言》正文

前，依发表先后顺序，列有马克思、恩格斯在

不同时期为《宣言》写的七篇序言:《1872 年

德文版序言》( 900 余字) 、《1882 年俄文版

序言》( 近 900 字) 、《1883 年德文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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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 余字) 、《1888 年英文版序言》( 近 8000
字) 、《1890 年德文版序言》( 3200 余字) 、
《1892 年 波 兰 文 版 序 言》( 1000 余 字 ) 、
《1893 年意大利文版序言》( 1000 余字) 。

七篇序言的前两篇由马克思、恩格斯合

写，后五篇由恩格斯撰写。不过，在写《1890
年德文版序言》时，因恩格斯把《1882 年俄

文版序言》的德文原稿遗失了，因此，该版序

言中的一部分内容，“只好再从俄 文 译 过

来”①。这七篇序言进一步从多方面、多角

度阐发了《宣言》的基本思想、指导意义等，

并为《宣言》作注，是我们学习、理解、宣传

和运用《宣言》时应充分重视的。本文从以

下四方面谈谈自己对七篇序言的认识。

一 进一步阐发“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

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的重要思想

在《1872 年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
格斯写道:“不管最近 25 年来的情况发生了

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

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
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这些原理

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

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

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

的意义。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

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②

马克思、恩格斯在此分析的《宣言》发

表 25 年来“历史条件”发生的变化主要是

指: ( 1) 大工业有了巨大发展而工人阶级政

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 2) 在上述背景

下，首先，由于有了二月革命③的实际经验

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

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

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

是公社已经证明: “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

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

目的。”④其次，很明显，“对于社会主义文献

所作的批判在今天看来是不完全的，因为这

一批判只包括到 1847 年为止; 同样也很明

显，关于共产党人对待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

的论述( 第四章) 虽然在原则上今天还是正

确的，但是就其实际运用来说今天毕竟已经

过时，因为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改变，当时所

列举的那些党派大部分已被历史的发展彻

底扫除了”⑤。
在说明上述情况后，马克思、恩格斯还

指出，《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经没

有权利来加以修改⑥。
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思想，在《1882

年俄文版序言》《1890 年德文版序言》中都

有相应或类似的反映。
如《1882 年 俄 文 版 序 言》指 出，当 时

( 1847 年 12 月) ，卷入无产阶级运动的地区

是多么狭小，这从《宣言》最后一章《共产党

人对各国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中可以看得

很清楚。在这一章里，正好没有说到俄国和

美国。那时，俄国是欧洲全部反动势力的最

后一支庞大后备军; 美国正通过移民吸收欧

洲无产阶级的过剩力量。这两个国家，都向

欧洲提供原料，同时又都是欧洲工业品的销

售市场。所以，这两个国家不管怎样当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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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欧洲现存秩序的支柱。
但是，该序言随后指出，“今天，情况完

全不同了”①。即在 1848 － 1849 年革命期

间，不仅是欧洲的君主，而且连欧洲的资产

者，都把俄国的干涉看作是帮助他们对付刚

刚开始觉醒的无产阶级的唯一救星。沙皇

被宣布为欧洲反动势力的首领。“现在，沙

皇在加特契纳成了革命的俘虏，而俄国已是

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部队了”②。
马克思、恩格斯还分析了他们写这篇序

言时俄国土地所有制的状况，即“除了迅速

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

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

公共占有”③。有鉴于此，马克思、恩格斯不

仅提出试问: 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

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

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

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

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 而且还指出，对

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 假如

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

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

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④。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运用《宣言》所阐

述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要坚持“随时

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的思

想，对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和共产党人，在任

何历史时期和历史阶段，都必须坚持从本国

的具体实际出发，制定符合国情客观要求的

路线、方针和政策等具有永恒的指导意义。

二 进一步概括和评价贯穿《宣言》的

唯物史观“基本思想”

进一步概括和评价贯穿《宣言》的唯物

史观“基本思想”，是《1883 年德文版序言》
的主要内容。该序言是马克思逝世后恩格

斯独立撰写的《宣言》第一篇序言。恩格斯

首先指出，在马克思逝世以后，就更谈不上

对《宣言》作什么修改或补充了。因此，他

认为，“更有必要在这里再一次明 确 地 申

述”“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⑤。
这些基本思想是指: “每一历史时代的

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

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 因此

( 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 全部历史都

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

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

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 而这个斗争现在

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

阶级( 无产阶级) ，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

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

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 资产阶

级) 下解放出来。”⑥恩格斯并强调: “这个

基本思想完全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⑦

对此，恩格斯虽已说过多次，但他认为，“正

是现在必须在《宣言》正文的前面也写明这

一点”⑧。
1888 年 1 月 30 日，恩格斯写了《1888

年英文版序言》。其字数是《1883 年德文版

序言》的近 19 倍。在该版序言中，恩格斯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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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谨、更充分地概括了贯穿《宣言》的唯物

史观基本思想，即:“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

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

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

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

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 因此人类的全

部历史( 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

来) 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

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

斗争的历史; 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

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

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 无产阶级) ，如

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

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

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 资

产阶级) 的奴役下解放出来。”①

恩格斯并进一步强调: 虽然《宣言》是

我们两人共同的作品，但我认为自己有责任

指出，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是属于

马克思的②。他指出: “在我看来这一思想

对历史学必定会起到像达尔文学说对生物

学所起的那样的作用，我们两人早在 1845
年前的几年中就已经逐渐接近了这个思想。
当时我个人独自在这方面达到什么程度，我

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就是最好的说

明。但是到 1845 年春我在布鲁塞尔再次见

到马克思时，他已经把这个思想考虑成熟，

并且用几乎像我在上面所用的那样明晰的

语句向我说明了。”③

由上可见，恩格斯对作为《宣言》核心

的唯物史观基本思想的高度珍视、对马克思

为创立科学共产主义思想所作的伟大历史

贡献由衷钦佩与不懈阐明和捍卫。从中我

们也感受到了《宣言》在恩格斯心目中的

神圣。

三 进一步介绍《宣言》产生和传播的

历史并评价其部分译本

一是，《宣言》的产生。《1872 年德文版

序言》开篇即写道: “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个

在当时条件下自然只能是秘密团体的国际

工人组织，1847 年 11 月在伦敦举行的代表

大会上委托我们两人起草一个准备公布的

详细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结果就产生了

这个《宣言》，《宣言》原稿在二月革命前几

星期送到伦敦付印。《宣 言》最 初 用 德 文

出版。”④

《1888 年英文版序言》对《宣言》的产生

做了补充，即“手稿于 1848 年 1 月用德文写

成，并在 2 月 24 日的法国革命前几星期送

到伦敦付印。法译本于 1848 年六月起义前

不久在巴黎出版”⑤。
二是，《宣言》的传播。《1872 年德文版

序言》指出，《宣言》最初用德文出版，它用

这种文字在德国、英国和美国至少印过十二

种不同的版本。《宣言》第一个英译本是由

海伦·麦克法林女士翻译的，于 1850 年在

伦敦《红色共和党人》杂志上发表，1871 年

至少又有三种不同的英译本在美国出版。
法译本于 1848 年六月起义前不久第一次在

巴黎印刷发行，最近又有法译本在纽约《社

会主义者报》上发表; 现在有人在准备新译

本。波兰文译本在德文本初版问世后不久

就在伦敦出现。俄译本是 60 年代在日内瓦

出版的。丹麦文译本也是在原书问世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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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就出版了①。
9 年后，《1882 年俄文版序言》更具体地

写道: 巴枯宁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第

一版，60 年代初由《钟声》印刷所出版。当

时西方认为这件事( 《宣言》译成俄文出版)

不过是著作界的一件奇闻。这种看法今天

是不可能有了②。
《1888 年英文版序言》对《宣言》的传播

情况做了若干补充。即: 从 1850 年起，德文

本在瑞士、英国和美国重版过数次。1872
年，有人在纽约把它译成英文，并在那里的

《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上发表。接着

又有人根据这个英文本把它译成法文，刊载

在纽约的《社会主义者报》上。以后在美国

又至少出现过两种多少有些损害原意的英

文译本，其中一种还在英国重版过。……由

英勇无畏的维拉·查苏利奇③翻译的第二

个俄文本，于 1882 年也在日内瓦出版。新

的丹麦文译本于 1885 年在哥本哈根作为

《社会民主主义丛书》的一种出版，新的法

文译本于 1886 年刊载在巴黎的《社会主义

者报》上。有人根据这个译本译成西班牙

文，并于 1886 年在马德里发表。至于德文

的翻印版本，则为数极多，总共至少有 12
个。亚美尼亚文译本原应于几个月前在君

士坦丁堡印出，但是没有问世，……关于用

其他文字出版的其他译本，我虽然听说过，

但是没有亲眼看到④。
恩格斯还说明，《1888 年英文版序言》，

“是由译过马克思《资本论》一书大部分的

赛米尔·穆尔先生翻译的。我们共同把译

文校阅过一遍，并且我还加了一些有关历史

情况的注释”⑤。
三是，评 价《宣 言》的 部 分 译 本。在

《1890 年德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写道: 1885
年在哥本哈根作为《社会民主主义丛书》的

一种出版了新的丹麦文译本。“可惜这一译

本不够完备; 有几个重要的地方大概是因为

译者感到难译而被删掉了，并且有些地方可

以看到草率从事的痕迹，尤其令人遗憾的

是，从译文中可以看出，要是译者细心一点，

他是能够译得很好的”。恩格斯认为，1886
年在巴黎《社会主义者报》上刊载了新的法

译文; 这是到目前为止最好的译文⑥。
恩格 斯 还 提 到“一 件 奇 怪 的 事”，即

1887 年，君士坦丁堡的一位出版商收到了

亚美尼亚文的《宣言》译稿; 但是这位好心

人却没有勇气把这本署有马克思的名字的

作品刊印出来，竟认为最好是由译者本人冒

充作者，可是译者拒绝这样做。恩格斯还指

出，在英国多次刊印过好几种美国译本，但

都不大确切。“到 1888 年终于出版了一种

可靠的译本。……这个版本中的某些注释，

我已收入本版”⑦。
恩格斯还告诉读者: “《宣言》有它本身

的经历。”⑧即它出现的时候曾受到当时人

数尚少的科学社会主义先锋队的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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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久它就被那随着 1848 年 6 月巴黎工

人失败而抬起头来的反动势力排挤到后台

去了，最后，由于 1852 年 11 月科隆共产党

人被判刑，它被“依法”宣布为非法。随着

由二月革命开始的工人运动退出公开舞台，

《宣言》也退到后台去了。
总之，《宣言》不同译本问世的经历及

其翻译水平等，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宣言》
传播的状况，这也是我们了解、学习、宣传和

运用《宣言》时所不应忽视的。

四 进一步阐述《宣言》的意义及评价

1848 年的欧洲革命

对《宣言》的意义的进一步阐述，主要

体现在《1888 年英文版序言》、《1890 年德

文版序言》和《1892 年波兰文版序言》中。
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结合《宣言》译本的多方面情况，

明确指出“《宣言》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反

映着现代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①。这是恩

格斯在《1888 年英文版序言》中阐明的重要

思想之一。他认为，现在，《宣言》“无疑是

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

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

千百万工人公认的共同纲领”②。
第二，结合西欧国家工人运动的发展，

论述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口

号的意义。在《1890 年德文版序言》中，恩

格斯指出:“当 42 年前我们在巴黎革命即无

产阶级带着自己的要求参加的第一次革命

的前夜向世界上发出这个号召时，响应者还

是寥寥无几。可是，1864 年 9 月 28 日，大多

数西欧国家中的无产者已经联合成为流芳

百世的国际工人协会了。”③恩格斯认为，国

际本身虽只存在了 9 年，但它所创立的全世

界无产者永久的联合依然存在，并且比任何

时候更加强固。因为在他写这个序言时，

“欧美无产阶级正在检阅自己第一次动员起

来的战斗力量，他们动员起来，组成一支大

军，在一个旗帜下，为了一个最近的目的，即

早已由国际 1866 年日内瓦代表大会宣布、
后来又由 1889 年巴黎工人代表大会再度宣

布的在法律上确立八小时正常工作日”④。
第三，结合波兰大工业和波兰工人运动

及其民族独立运动发展的情况，阐明了工人

阶级对《宣言》需要的意义。这是恩格斯在

《1892 年波兰文版序言》中阐述的主要思想

之一。恩格斯认为，“《宣言》在某种程度上

已经成为测量欧洲大陆大工业发展的一种

尺度。某一国家的大工业越发展，该国工人

想要弄清他们作为工人阶级在有产阶级面

前所处地位的愿望也就越强烈，工人中间的

社会主义运动也就越扩大，对《宣言》的需

求也就越增长”⑤。恩格斯强调，这样，根据

《宣言》用某国文字发行的份数，不仅可以

相当准确地判断该国工人运动的状况，而且

可以相当准确地判断该国大工业发展的程

度。他因此而论断: “《宣言》波兰文新版

本，标志着波兰工业的重大发展。而且从

10 年前上一版问世以来确实已有这种发

展，这是丝毫不容置疑的。”⑥

对 1848 年的欧洲革命的进一步评价，

主要 集 中 在《1892 年 波 兰 文 版 序 言》和

《1893 年意大利文版序言》中。评价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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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三点: 其一，指出“1848 年革命在无产

阶级的旗帜下使无产阶级战士归根到底只

做了资产阶级的工作，这次革命也通过自己

的遗嘱执行人路易·波拿巴和俾斯麦实现

了意大利、德国和匈牙利的独立”①。其二，

指出“1848 年革命虽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

但它毕竟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了道路，为这

个革命准备了基础”②。其三，指出“1848 年

的战斗并不是白白进行的。从这次革命时

期起直到今日的这 45 年，也不是白白过去

的。这次革命时期的果实已开始成熟”③。
在《1893 年意大利文版序言》的最后，恩格

斯表达了他的殷切期望: 意大利是否会给我

们一个新的但丁来宣告这个无产阶级新纪

元的诞生呢?④

恩格斯对《宣言》意义的进一步阐述及

对 1848 年的欧洲革命的评价，对于我们从

世界历史的宏观视野深入认识《宣言》的伟

大意义，深刻总结 1848 年欧洲革命的历史

经验，不断推进今天的和平与发展事业有重

要的指导意义。

结语

1848 年诞生的科学社会主义纲领《共

产党宣言》，以及此后 45 年间，马克思、恩格

斯先后为《宣言》写的不同语言或同种语言

但不同版本的七篇序言，都作为马克思主义

理论瑰宝载入马克思主义文库，载入马克思

主义发展史。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看，近百

年间，党的筹备与诞生、党的成长与壮大，党

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所取得的举世

瞩目的辉煌成就，都与《宣言》所阐发的唯

物史观基本思想的指引紧密相联，都与《序

言》对《宣言》基本思想的解读、深化与延伸

等紧密相联。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前夕，4 月

2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共产党宣言》及

其时代意义举行第五次集体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共产党宣言》
是一部科学洞见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经典

著作，是一部充满斗争精神、批判精神、革命

精神的经典著作，是一部秉持人民立场、为

人民大众谋利益、为全人类谋解放的经典著

作。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革命性源

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

界观和方法论，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为世界社会主义指明

了正确前进方向。《共产党宣言》是一个内

容丰富的理论宝库，值得我们反复学习、深

入研究，不断从中汲取思想营养⑤。
今天，中国共产党正领导全国各族人民

团结奋进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

上，让我们继续从对《共产党宣言》及其七

篇序言的深入学习和深刻体悟中，努力提高

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以为

不断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

业、构建符合社会发展规律要求的人类命运

共同体贡献力量。

( 责任编辑: 唐励)

·74·

①

②

③

④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4 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6 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6 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8－29 页。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深刻感悟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 谱写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人民日报》2018 年 4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