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17年3月，即俄历2月，俄国爆发二
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统治，形成了临
时政府和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两
个政权并存的罕见局面。为了引导革
命胜利前进，1917年4月，长期流亡
在外的列宁回到彼得格勒。这幅绘画
表现了工兵代表热烈欢迎列宁的场景。

设问：列宁是如何指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他又领导俄国
人民进行了哪些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他去世后斯大林又开
创了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



第15课 十月革命的胜利与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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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列宁主义的形成

1860—1890年，生铁的产量由2050万普特增至5660万普特；钢产量
由1250万普特增至52000万普特；煤产量由1800万普特增至36700万
普特。1866年俄国的工厂不到3000个，1903年已近9000个了。

——赵士国《历史的选择与选择的历史》
俄国农奴制度的废除和随后的一系列改革，是由沙皇政府进行的，
但按其内容来说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这次改革又是不彻底的，
它没有摧毁地主土地所有制和沙皇专制制度，国内保有大量封建残
余，资本主义发展仍受到一定阻碍。

——刘宗绪《世界近代史》
1913年俄国的钢产量只及美国的1/11，德国的1/8；石油产量只及美
国的27.1％；俄国的人均收入只及美国的1/7，英国的1/5。

——王斯德主编的《世界现代史》



一、列宁主义的形成
在俄国统治阶级成员的眼睛里，农民阶级是畜生，必须施以恫吓、束缚和监视。用皮条编
成的两米长的皮鞭，只需一鞭即可使人皮开肉绽，于是成了沙皇统治威严的象征。

——《人类文明图鉴·战乱中的世界》
俄国无产阶级受剥削、压迫特别严重，工作时间一般长达10小时，但工资低微。（1910年
俄国工人的工资相当于美国工人工资的1/3）。

——《人类文明图鉴·战乱中的世界》

列宾《伏尔加河上的纤夫》 上流社会举行的豪华酒宴 穷人在施粥棚内勉强果腹



一、列宁主义的形成

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
潮，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是
从1903年开始的。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

“左派”幼稚病》，
《列宁选集》第四卷



一、列宁主义的形成

1.背景
(1)经济基础：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资本主义经济不断
发展，进入帝国主义阶段。
(2)社会矛盾：沙皇专制统治却持续强化，社会矛盾日益尖
锐。
(3)阶级基础：工业的发展造就了俄国第一代产业工人。
(4)组织基础：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告成立,展开了
有组织的工人运动。



一、列宁主义的形成

2.过程
(1)1900年,流亡国外的列宁创办《火星报》,宣传马克思主
义,为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作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2)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
表大会标志着布尔什维克党的建立。党的指导思想是“布尔
什维主义”,也就是列宁主义。



一、列宁主义的形成
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
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
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
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

——马克思
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
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

——列宁
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
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



一、列宁主义的形成

3.内容
(1)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
(2)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规律,俄国是“帝国主义链条
中最薄弱的一环”。
(3)“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内获得胜利”。
(4)工人阶级要以暴力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



一、列宁主义的形成

4.评价
(1)列宁深刻洞悉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特征,把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俄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形成了列
宁主义。
(2)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取得胜利
等一系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为帝国主义时
代的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



二、十月革命的胜利
任何一个国家也没有像俄国那样严重地受到战争的磨难和痛苦。……由于许
多历史原因（俄国比其他国家落后得多，战争带给它的困难特别大，沙皇制
度腐朽透顶，1905年的传统还活生生地存在着），使得俄国革命比其他国家
先爆发。

——摘编自《列宁全集》
如果没有战争，俄国也许会过上几年甚至几十年而不发生反对资本家的革命
。

——列宁1914—1917年，俄国有1500万
人被强征入伍，其中包括未成
年人。截至1917年3月，大约有
150万人死于战争，400万人伤
残。



二、十月革命的胜利
1917年3月，即俄历二月，彼得格勒的女工高呼
“打倒战争!”“要面包!”等口号，举行示威游
行。各工厂的男工也加入游行队伍。参加示威和
罢工的人数不断增加。沙皇政府派军警开枪镇压，
工人们奋起反抗。起义工人得到了士兵的支持，
起义迅速发展。代表革命的红旗代替沙俄的白蓝
红三色旗在首都上空飘扬。正在前线指挥俄军的
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在3月15日宣布退位。二月
革命期间，起义群众建立的政权被称为“苏维
埃”。“苏维埃”在俄文中的原意是“会议”或
“代表会议”，此后，苏维埃由革命领导机构的
名称转化为政权的名称。



二、十月革命的胜利

人民的诉求：
和平、土地、面包！

政府的政策：
继续帝国主义战争
拒绝八小时工作制
拒绝实施土地改革



二、十月革命的胜利
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长期流亡国外的
俄国革命领袖列宁，于1917年4月回到彼得
格勒。他发表了著名的“四月提纲”，提
出将俄国革命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
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他还明确提出“不
给临时政府以任何支持”和“全部政权归
苏维埃”的口号，争取以和平方式取得政
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