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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共产党宣言>的七篇序言是《共产党宣言>“活的灵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这七篇序言表明必须要

实事求是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必须要实事求是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要实事求是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从七篇序言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来看，马克思主义是最大的实事求是主义，认识这一点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理论事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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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的一部不朽经典

文献，它以精炼的语言和深刻的思想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基

本理论观点，成为了无产阶级政党第一个周详的党纲。《共产

党宣言>诞生以后，为了使《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马克思主

义基本理论能够与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运动结合起来。马克

思、恩格斯在从1872年到1893年的12年里为《共产党宣

言》的不同版本写下了七篇序言。这七篇序言涉及到如何具

体对待《共产党宣言)中的观点、如何从整体上理解马克恩主

义、如何从各国不同的具体情况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如何

使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的发展结合起来等重大的理论问题。从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来看，《共产党宣言>的七篇序言是

马克思、恩格斯坚持科学的态度。在实践中不断发展自己理

论学说的有力证明和极好的范例，但同时作为《共产党宣肓)

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七篇序言本身也具有重要的内在理论价

值，为正确理解、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具有方法论

意义的参照。因此，研究《共产党宣言>七篇序言所具有的相

对独立的理论价值对于推动《共产党宣言》研究的深入、拓展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必须实事求是地理解马克思主义

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第一个周详的理论纲领，在整个《共

产党宣言>正文中最重要的一段话应该是：“共产党人的理论

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

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

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马克思、恩格斯在供产
党宣言>各版序言中所坚持的也正是这一基本原则，不是把

《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看作为工人运动

中的先验性教条原则。而是随着“眼前的历史运动”的发展。实

事求是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这是七篇序言首要的理论价值。

1872年的德文版序言是在《共产党宣言：}发表25年后

写的。在这25年的时间里欧洲的工人运动和工人组织经历

了重大的发展。从1848年革命、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的创

立到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在历史的深度和广度上日益

发展的工人运动把如何对待《共产党宣言>提出的理论原则

的问题迫切地提了出来。面对这一问题。在1872年的德文版

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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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经典作家并没有在理论上固步

自封。而是根据资本主义大工业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指出，对

待《共产党宣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随时随地都要

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并承认就一些具体的观点来说

“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过时的地方主要是以

下三个方面：正文第二部分在1848年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

工人革命的实际措施根本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正文第三部

分关于对社会主义文献所作的理论批判已经不完全了，远远

满足不了社会主义理论文献的新发展：正文第四部分关于共

产党对各种反对党态度的实际运用也已经过时了。在这个序

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以自身的认识和实践表明必须要实事

求是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不能根据一时一地的具体情况禁镏

马克思主义。要实事求是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必须要在理论

上有“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的勇气，把在整体上、方法论上

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在个别观点、具体问题上修正马克思主义

辩证地结合在一起，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内在要求。

也是1872年德文版序言的重要理论价值。

在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基本上全文引用了

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关于对待《共产党宣言>态度的文字，

这说明在《共产党宣言：》发表40年后，恩格斯对它的态度与

1872年时的态度仍然完全一样，即必须要实事求是地理解

一24— 万方数据



《共产党宣言>的基本理论原则，实事求是地理解马克思主

义。此外，1888年英文版序言还联系国际工人协会的实际论

述了如何在工人运动的实践中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恩格斯指出：“这个协会成立的明确目的是要把欧美正在进

行战斗的整个无产阶级团结为一个整体，因此。它不能立即

宣布《宣言》中所提出的那些原则。国际必须有一个充分广泛

的纲领，使英国工联、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鲁

东派以及德国的拉萨尔派都能接受。马克思起草了这个能使

一切党派都满意的纲领。他对共同行动和共同讨论必然会产

生的工人阶级的精神发展充满信心。反资本斗争中的种种事

件和变迁——失败更甚于胜利——不能不使人们认识到他

们心爱的万灵药丹都不灵。并为他们更彻底地了解工人阶级

解放的真正的条件开辟道路。马克思是正确的。”过去人们往

往是从国际工人协会成立时的复杂派别斗争这一点来理解

恩格斯的这一论述。而实际上它还有更为重要的理论含义。

恩格斯的这一论述表明，对于一种社会政治理论来说，理论

上的科学性与实践中的可能性并不是直接同一的，也就是

说。科学的理论向实践的转化并不是一个单线式的过程，而

是—个复杂的多线式过程。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但也不是

在任何条件下都是一经提出马上就具备了实践的可能性，必

须要有相应的历史条件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认识。十月革

命后苏俄直接过渡的战时共产主义、斯大林时期的全盘国有

化和中国在20世纪50_70年代的“左”的错误．都是与在理

论上忽视这一点相关联的。这也是20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的

实践过程中出现空想性因素的重要根源。

二、必须实事求是地发展马克思主义

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共产党宣言》最初是为了

给欧洲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提供理论上的指导．但正如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无产阶

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

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
随着资本的世界性扩张，劳动的世界性普遍联系也紧随其后。

这推动着无产阶级运动从欧洲的“区域史”向‘‘世界史”的层面

扩展，《共产党宣言》也开始了英国学者戴维·哈维所说的地理

学意义上的“空间转移”。在这种从欧洲史向世界史的“空问转

移”中，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运动及其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

问题开始进入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和研究范畴。由于e共

产党宣言>已经成为—个历史文件，任何人没有权利再对其进

行修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就通过不同版本的序言。把新的

问题纳入了《共产党宣言：》之中，实事求是地发展了马克思主

义，这使得《共产党宣言>无愧于时代发展的要求，成为在世界

历史舞台上活动的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纲领性文献．成为世

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普遍遵行的共同纲领。

关于对落后国家无产阶级运动问题的思考主要体现在

马克思、恩格斯1882年为《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写的序言之

中。这篇序言虽然很短，但却极其重要，它是马克思、恩格斯长

期对俄国问题思考的结果。1877年马克思在给俄国《祖国纪

事》编辑部的一封书信中就意识到俄国的问题很特殊，不能被

纳入在欧洲历史的基础上形成的一般理论框架，要认识俄国

问题“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

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

历史的”。1881年1月底2月初，马克思在给查苏里奇关于俄

国公社命运和俄国前途问题的回信中写下了具有丰富内容的

四个复信草稿，但在给查苏里奇的正式回信中，马克思只是概

括地指出：“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

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

论据．但是，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

中。我深信：这种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此后，马克思、

恩格斯进一步对俄国问题进行理论思考，并在1882年《共产

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公开了他们思考的结果：“《共产党宣

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但是在俄

国。我们看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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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在这种与欧洲截然不同的情况下，俄国土地公社将何去

何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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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

回答具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没有轻松地拿出根据欧洲历史

得出的一般历史哲学理论去分析俄国问题．也没有固守共产

主义是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历史事业这一观点，而

是实事求是地研究和分析了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发展的道

路。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在于它是俄国—个国家的问

题．而是关系到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束缚下整个落后国家

的出路问题，即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问题。落后

国家的社会发展和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运动问题的提出极大

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使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世界历
史”特质清晰地呈现在时代发展的面前，1882年《共产党宣

言》俄文版序言的深层理论意义也正是在这里。

关于民族问题，《共产党宣言》的正文部分指出了民族

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只要“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

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但这还没有涉及

到民族锯放运动和无产阶级运动之间关系的问题。(共产党

宣言)1892年波兰文版序言和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的

理论意义则在于它们标志着民族解放运动成为了马克思

主义理论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无产阶级运动是立足于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基础之上的．

但无产阶级运动并不排斥民族解放运动。相反。在资产阶级日

益丧失革命性的历史条件下．只有无产阶级运动才能保证民族

解放运动的成功。因此，在波兰文版序言中，恩格斯指出：‘‘一个

独立强盛的波兰的复兴是一件不仅关系到波兰人而且关系到

我们大家的事情。欧洲各民族的真诚的国际合作。只有当每个

民族在自已家里完全自主的时候才能实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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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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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关于
民族解放运动与无产阶级运动关系的论述更明确，直接指出了

民族解放运动是无产阶级国际联合的政治条件：“不恢复每个

民族的独立和统一．那就既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也

不可能有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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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g合作。试想想看，在1848年以前的政治条件下，哪能有意大

利工人、匈牙利工人、德意志工人、波兰工人、俄罗斯工人的共

同国际行动!”从涉及到的具体国家来看，恩格斯在这两版序言

中还只是分析了欧洲范围内无产阶级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

关系。还没有涉及到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运动和非西方国家的

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以及非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运动和民族

解放运动的关系。但恩格斯在这两版序言中的论述无疑是适用

于这一问题的，列宁后来的关于民族殖民地的革命理论是恩格

斯这一理论的合逻辑与合历史的延伸。

三、必须实事求是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自从形成以来就成为了影响和推动世界

发展的强大理论学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历史的发

展中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引领历史的潮流。这并不是偶然

的，也不是自封的，而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所决定的。

那么，如何实事求是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这对于整

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揭

示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具有的科学性是七篇序言所具有的

另一重要理论价值。

恩格斯在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对《共产党宣言>基本

思想背后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进行了简洁而深刻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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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88年

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重申了<共产党宣言>的这一基本思

想。并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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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在恩格斯看来。

(共产党宣言>所阐发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并不在于一系

列的具体观点．而在于这些具体观点所体现出来的对历史的

一种全新的理解。如同后来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

拉布里奥拉所说的，《共产党宣言>的基础在于历史唯物主义

这一新的历史观。。由于有了这一历史观，共产主义不再是一

种希望，一种思念，一种回忆。一种猜想，一种出路，它第一次

恰当地表现为意识到它的必然性。也就是意识到它是结束或

解决当前阶级斗争的办法。“科学社会主义的全部学说都归

结为这种历史观。”从这个意义上说，实事求是地认识并坚持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首先必须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

在1888年英文版序言和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有两

段相似的评论空想共产主义的文字。在1888年英文版序

言中，恩格斯指出，空想共产主义“是一种粗糙的、尚欠修琢

的、纯粹出于本能的共产主义。但它却接触到了最主要之

点，并且在工人阶级当中已经强大到足以形成空想共产主

义。”在1890年的德文版序言中，恩格斯指出。空想共产主

义“是一种还没有很好加工的、只是出于本能的、往往有些

粗糙的共产主义”。恩格斯所说的空想共产主义接触到的

“最主要之点”是指空想共产主义直接提出了无产阶级解放

的历史任务，不再使无产阶级的解放隐藏在资产阶级的政

治和理论旗帜之下。但由于空想共产主义立足于历史唯心

主义之上．它不可能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找到一条正确的历

史道路。在历史发展的强大推动下．空想共产主义必将被工

人运动的发展所淘汰．被马克思主义所取代。马克思主义的

理论主题与空想共产主义的“最主要之点”一样．也是无产

阶级的解放。但与空想共产主义不同的是，第一，在《共产党

宣言>所阐发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域中，无产阶级的解放

是以整个社会的解放为前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无产阶级

的解放体现了作为人类解放的一般要求，由此无产阶级的

解放本质上就是人自身的解放。第二。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

级的解放和人的解放的认识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

础之上的，因此在“《宣言>中既没有辩术，也没有抗议，它并

不用哀叹赤贫来消灭赤贫。它并不为任何东西而落泪。”正

是由于马克思主义高高举起了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构

建起来的“大写的人”的理论旗帜．把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

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作为自己理论的最高命题。

因此它始终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具有持久的理论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客观上决定了它的时代性。当代中国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在

理论上的进一步发展和在实践中的进一步深化。

供产党宣言>的七篇序言从不同视角展现出了马克思
主义的实事求是精神．与人类思想史上的其它理论学说相

比，马克思主义是当之无愧的最大的实事求是主义。认识这

一点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事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建设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实事求是的理论精神推动

下．中国共产党把产生于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历史环境中

的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这样—个落后的东方国家。不断把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的崭新理论形态。党的十七大指出：“供产党宣言>
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

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

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这是立

足于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对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如

何坚持、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深刻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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