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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共产党宣言》序言
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精神

吴 丹

摘要：《共产党宣言》的七篇序言，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刨新性。马克思恩格斯

理论创新的实质是继承和发展，总结这些历史经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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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后为《共产党宣言》写下了

七篇序言．在七篇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以科学

的态度．结合时代的变迁和工人运动的实际发展

情况，在坚持《宣言》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对《宣言》

的内容进行了修正、补充和发展。重新研读这些序

言，我们可以更深刻地把握《宣言》的精神实质，体

会《宣言》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精神。

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精神在《宣言》序

言中的主要表现

马克思恩格斯从来不把自己的理论词句当成

一成不变的绝对真理．相反．认为自己的理论是

“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

以重复的教条”。laI(一，’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

度和要求应该是：既要坚持基本原理，又要不断地

进行理论创新。仔细研读《宣言》的七篇序言，可以

看到．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正是这样要求自己也是

这样对待自己理论的。

1．及时修改《宣言》中某些已过时的观点

对《宣言》中有关过时观点的修改，集中体现

在《宣言》发表25年后的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

马克思恩格斯根据法国二月革命以及巴黎公社革

命的实际经验。以十分严谨的态度坦然承认：“这

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2](P249)他们主

要指出了三点过时之处。

首先．对有关打碎旧的国家机器问题进行了

重大修改。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论述无产阶

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时曾指出：“共产党人

的最近目的是⋯⋯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

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目(“】

“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

阶级．争得民主。”日(一’此时。他们还没有使用“无

产阶级专政”这个词，但已明确提出了这个思想。

由于当时还没有这方面的实践．所以他们没有也

不可能具体说明无产阶级应该如何对待旧的国家

机器问题。巴黎公社革命提供了新的实践经验。马

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总结这一经验时明确指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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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㈣)马克思恩格斯

认为这条经验十分重要．所以在1872年的序言

中，对《宣言》的这个原理进行了修改。列宁对马克

思和恩格斯的这个说明很重视，他认为这是对《共

产党宣言》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修改”H口”)。20世

纪部分国家取得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也证明了

修改后的这个原理的正确性。

其次．指出了有关社会主义文献的批判不完

全性。《宣言》中所列举的“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

文献”只限于1847年以前的文献。随着时间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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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这些批判“在今天看来是不完全的”日(一)。

第三，指出了关于共产党人对待各种反对党

派的态度的论述已经过时。虽然这些论述在原则

上到1872年还是正确的．但由于当时所列举的那

些党派大部分已经被历史的发展彻底扫除了．因

此政治形势的完全改变导致这些论述已经过时

了。

另外，针对《宣言》中第二章提出的有关革命

措施．马克思恩格斯也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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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一)

2．不断补充《宣言》中不够完善的内容

《宣言》中第一章的第一句话指出：“至今一切

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L21(mz’写下这

句明显不准确的话的原因．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是

由于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史、成文史以前的社

会组织，几乎还投有人知道。只是在后来，随着哈

克斯特豪森、毛勒和摩尔根最终发现了氏族的真

正本质及其与部落的关系．才使得原始共产主义

社会的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被揭示出来。恩格斯将

这一最新发现首先补充在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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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一)。在随后的1888年英文版

序言中也作了类似的修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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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一)．并在1888年英文版正文中加

了脚注：“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口(P272)。

这些补充使得原文中的这句话更加准确、严密．更

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性事实。

3．紧密联系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

马克思恩格斯非常关心俄国的革命运动。在

1882年俄文版《宣言》序言中，他们在阐明俄国应

如何根据《宣言》的基本原理来解决所面I临的历史

任务的同时．着重回答了应怎样看待俄国农村公

社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根据俄国农村公社的情

况以及当时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现状指出，假如

俄国爆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能够推动欧洲无产

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欧洲革命又促使俄国

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在这种“双方互相

补充”的条件下，“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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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这一论断有力地批

判了当时民粹派的错误观点．即认为俄国不需要

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以农村公社

为基础就可以直接发展为社会主义的谬论。后来

十月革命的胜利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这一理论创新

的必然结果和最好证明。

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继续关心欧洲各国

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他透过波兰1848年以后的

斗争历史，看到了伴随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波兰

无产阶级．并在1892年波兰文版序言中指出．“波

兰贵族既没有能够保持住波兰独立．也没有能够

重新争得波兰独立⋯⋯这种独立只有年轻的波兰

无产阶级才能争得．而且在波兰无产阶级手里会

很好地保持住”。[21(P267)在序言中，恩格斯不仅阐明

了波兰无产阶级与民族独立运动的关系，而且还

向国际无产阶级发出了号召．这种独立是“实现欧

洲各民族和谐的合作所必须的⋯⋯欧洲所有其余

各国工人都像波兰工人本身一样需要波兰的独

立。”日(F267)这是恩格斯将《宣言》的基本原理与波

兰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结合起来进行理论创新的结

果，对于后来波兰的独立解放发挥了积极的历史

作用。

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是恩格斯为《宣言》

写的最后一篇序言．与前一篇波兰文版序言的内

容基本是一致的。恩格斯首先充分肯定了1848年

革命的历史意义．它不仅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了

道路．而且还造成了人数众多的、紧密团结的、强

大的无产阶级．这是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的重要前提。恩格斯还通过分析民主革命和社会

主义革命的关系对意大利革命提出了希望：希望

《宣言》意大利文译本的出版能成为“良好的预

兆”．希望意大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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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o’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实质是继承和发展

《宣言》的七篇序言展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

理论创新．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创新．而是有其具体

内涵和明确内容的创新。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的

理论创新是有条件的。

首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进行理

鏊

万方数据



攀熬黼热

论刨新的前提和基础。

尽管由于历史的局限，《宣言》中存在着一些过

时的词句．但《宣言》所阐明的基本原理是完全正确

的。马克思恩格斯先后在三篇序言中重申《宣言》基

本原理的正确性。1872年，他们在《宣言》第一篇序

言中明确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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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一’在马克思逝

世后的1883年的序言中．恩格斯认为“谈不上对

《宣言》作什么修改或补充了”。但他认为有必要再

次明确《宣言》的基本思想，并作了具体阐述。在

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不仅再次引用了

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的一段话．以强调《宣言》一

般原理的正确性，而且还再次明确了构成《宣言》

核心的基本思想的具体内容。

马克思恩格斯在坚持基本原理或思想的同

时，还始终坚持“共产党宣言”这一名称。他们

先后在1888年英文版和1890年德文版两篇序言中

指出，不能把《宣言》叫作社会主义宣言。在这

里，革命导师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概念作

严格的区别，并不表示二者是相对立的。其所以

不能更改《宣言》的名称，大体是基于以下几点

原因：一是由于《宣言》本身是“历史文件”，

任何人都无权修改。二是由于《宣言》的名字符合

当时的历史现状并具有特殊的意义。《宣言》最初

诞生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内涵并不相同，即

“在1847年．社会主义意味着资产阶级的运动．共

产主义则意味着工人的运动。”日(一)因此．如恩格

斯所言，既然我们已经认定“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

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刻也不怀疑究

竟应该在这两个名称中间选定哪一个名称。而且后

来我们也根本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抛弃”。目(一)

三是为了避免被那些别有用心的反动势力所利

用，借机造成思想混乱。

其次，密切联系实际．既是进行理论创新的基

本原则，又是根本途径和方法。

七篇序言不仅勾画出了《宣言》自身的发展历

程，同时也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不断进行理论研

究和探索的过程。他们在序言中无论对已经过时

的某些看法的修正．还是对不够完善地方的补充．

以及对未来革命发展的预测．都是根据社会发展

的时代特征和工人运动的革命形势变化，对最新

研究成果加以吸收的结果．同时也是对自己的理

论进行再分析、再丰富、再补充、再创造的成果。正

是在实践基础上不断进行创新、与时俱进．才使得

《宣言》一个半世纪以来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

第三．更好地指导实践是进行理论创新的目

的所在。

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根据二月革命和巴黎公

社的经验．在序言中对有关打碎旧的国家机器问题

进行的“重要的修改”，还是针对俄国农村公社问题

而提出的有关“双方互相补充”的条件，所有这些理

论创新之处在未得到实践检验之前，都只能停留在

理论层面。而当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证明了这

些理论创新的正确性时．才能说这些理论创新实现

了既有的目的．即在一定历史时期指导了实践．也只

有这时．才能说这种理论创新是完成了的理论创新

或是经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的理论创新。

第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包括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指在原有的理论基础上．进行

补充、修正、丰富和发展．使其更加符合时代发展

的要求。如在《宣言》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对《宣

言》中某些己过时的观点的修改，以及对《宣言》中

不够完善内容的补充。

第二个层次。是指前人没有提供现成的、可以

直接利用的思想和理论．需要在实践中摸索和总

结。并结合前人曾经提出的相关基本原理进行创

新。如马克思恩格斯针对俄国农村公社提出的“双

方互相补充”条件的阐述．就是根据有关社会形态

发展演变的基本原理，结合俄国的具体实际情况

理论创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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