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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展史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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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摘要：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展史的历史贡献有三：一是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包括其哲学基础、理论来源 

及其内容构成、精神实质的整体性把握；二是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展史的概念命题，明确了其发展史的 

研究目的，凸现其发展史的基本线索，初步划分其发展史的历史阶段；三是系统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展史的 

主要特点。指出在理论品格上， “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 ；在 

运作机制上，随着具体的社会政治形势改变， “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别提到首 

要地位” ；在策略原则上，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学说所涵括的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广大无产阶级中去才能真正 

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历史发展。这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将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展史推 

进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列宁主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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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 

思想家、 战略家以及苏俄布尔什维克党的卓越领导人。 

他不仅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苏俄革命 

及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取得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 

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全世界第一个由无产阶级及 

其革命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 

列宁在学理上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整体性把 

握， 并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展史的概念命题， 

系统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展史的主要特点，这极 

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将整个马克思 

主义学说发展史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列宁 

主义阶段。当前，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正处于低潮， 

尽管不断有人提出要 “理解马克思”“回到马克思”“拜 

访马克思”“为马克思辩护”等，但马克思主义“过时 

了”“没用了”及其类似的论调仍不绝于耳。在这样的 

历史背景下，全面而系统地梳理列宁在整个马克思主 

义学说发展史上的历史贡献，这无论是对于丰富列宁 

主义的理论研究，还是对于增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说 

服力、感召力和影响力，推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向 

前发展等，都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深远的现实 

意义。 

一、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 

整体性把握与理解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全世界 

无产阶级和广大被压迫民族寻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一个完整而 

科学的理论体系。然而，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人们 

对它的理解和解释不是陷入教条主义的泥潭，就是落 

入支离破碎化的理解窠臼，这既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理 

论的自身发展，也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的成功 

应用，从而推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高潮的到来。列宁 

从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需要尤其是俄国社会主义革命 

的具体实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强调 

要从学理的角度实现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整体性把 

握。 
1.  实现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哲学基础的整体性 

把握， 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哲学基础是“由一整块钢 

铸成”的完整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整体性首先体现为其哲学基础 

的整体性，即是说，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建立在牢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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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哲学基础之上的理论体系。在列宁看来，之所 

以说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哲学基础具体整体性的特征， 

这主要有两个依据：其一，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整体性。 

列宁指出， “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至多 

是积累了零星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 

过程的个别方面” ，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则指 

出了对各种社会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过程进行全 

面而周密的研究的途径，因为它考察了所有各种矛盾 

的趋向的总和” [1](14) 。其二，辩证法的整体性。在列 

宁看来，马克思的辩证法揭示了事物之间以及事物内 

部各要素之间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具有较强的整体 

性特征， “马克思和恩格斯依照黑格尔哲学所作的表 

述， 要比一般流行的进化观念全面得多， 丰富得多…… 

每种现象的一切方面（而且历史在不断地揭示出新的 

方面）相互依存，极其密切而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 

起……这就是辩证法这一内容更丰富的（与通常的相 

比）发展学说的若干特征。 ” [1](12) 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 

学说的哲学基础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一 

个完整的有机整体，故而，列宁指出， “在这个由一整 

块钢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 

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 

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 ” [2](221−222) 可 

以看出，要实现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整体性把握和理 

解，首要的问题就是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 
2.  实现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论来源及其内容 

构成的整体性把握，科学地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 

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整体性最为主要地体现在它的 

理论来源及其内容构成上，在列宁看来， “马克思主义 

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 马克思是 19世纪人类 

三个最先进国家中的三种主要思潮——德国古典哲 

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法国所有革命学说相联 

系的法国社会主义——的继承者和天才的完成者。 ” [1](7) 

在这里，列宁明确提出了“马克思的学说”及其三个 

极为重要的理论来源。 列宁在 1913年 3月撰写的《马 

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进一步 

指出， “马克思学说是人类在 19 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 

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 

主义的当然继承者。 ” [1](67) 当然，这种继承不是照抄照 

搬，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理论体系，因为“马克思主 

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 

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 

说。恰恰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 

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 ” [1](66) 而马克思主 

义学说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则完整而科学地解决了 

“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 ：首先，马克思主义 

哲学实现了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即“马 

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 而且把它贯彻到底， 

把它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过 

去在历史观和政治观方面占支配地位的那种混乱和随 

意性，被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取代，这种 

科学理论说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观，如何从一种社 

会生活结构发展出另一种更高级的结构，例如从农奴 

制中生长出资本主义” 。 [1](68) 其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即剩余价值 

的生产，在列宁看来， “使马克思的理论得到最深刻、 

最全面、 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的是他的经济学说” [1](17) ， 

而“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 [1](69) 。 

最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则揭示了社会 

发展的动力系统和必然趋势，即“空想社会主义没有 

能够指出真正的出路……马克思的天才就在于他最先 

从这里得出了全世界历史所提示的结论……这个结论 

就是阶级斗争学说” [1](71) 。而阶级斗争则是阶级社会 

发展的直接动力，随着阶级斗争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 

运动的推进，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 

展的必然趋势。 
3.  实现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精神实质的整体性 

把握，强调要具体的、历史地考察马克思主义学说中 

的每一个原理 

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最大特色在于这种理论是直接 

面向实践的，具有较强的实践指涉性，可以说，它是 

一种来源于实践、服务于实践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 

展的理论体系。列宁指出， “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 

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这种观点必然会导致唯物 

主义……从马克思的理论是客观真理这一为马克思主 

义者所同意的见解出发，所能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 

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 

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 ” [2](103) 既然实践的观点是 

马克思主义学说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那么，要从整 

体上来把握马克思主义学说，一方面要求我们不能将 

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从书斋中走出来的“经院哲学” ， 

必须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整体性把握和理 

解，将马克思主义学说看成是由多个原理组成的完整 

的有机整体，不能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进行支离破碎化 

的理解，不能割裂马克思主义学说内部各个原理之间 

的内在联系和理论指向；另一方面，要实现对马克思 

主义学说的精神实质的整体性把握，必须具体地、历 

史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任何一个原理，正如列 

宁所言， “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 

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要(α)历史地， (β)都要同其他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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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联系起来，(γ)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 

考察。 ” [2](785) 可以看出，列宁所强调的对马克思主义 

学说的整体性把握和理解，不是一味地追求“理论的 

综合”或“理论的整合” ，而是既关注“理论的整合” ， 

同时也非常注重从整体上来把握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精 

神实质，非常地关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每一个具体 

原理，强调要实现整体与部分的有机统一。 

二、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学说 

发展史的概念命题 

1913 年 3 月，列宁为纪念马克思逝世 30 周年， 

从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撰写了《马克思学说的历史 

命运》一文， “回顾和总结了自《共产党宣言》问世以 

来，马克思主义在同工人运动的结合中，在同各种反 

动势力和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广泛传播和不断发展的历 

程， 指出 1848年革命以来世界历史所经历的每一个时 

期都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了新的证明和新的胜利。 ” [1](61) 

可以看出，列宁在这篇文章中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 

学说发展史的概念命题，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展史的研究目的 

列宁之所以要实现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整体性把 

握和理解，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想充分发挥马克思 

主义学说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在列宁看来， “马克思学 

说中的主要的一点，就是阐明了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主 

义社会创造者的世界历史作用” [1](61) ，坚持马克思主 

义的理论指导， 关键在于发挥其对无产阶级改造社会、 

推动世界历史前进的基本功效，而其实际效果如何， 

则只能从世界历史进程或全世界的事态发展来证明， 

为此，着眼于世界历史的宏观视域，对马克思主义学 

说的现实指导及其历史绩效进行考评，这无疑成了马 

克思主义学说研究的重要目的。当然，这个研究目的 

只具有“向后看”的研究旨趣，只是一种事后分析， 

这是远远不够的。故而，在列宁看来，马克思主义学 

说发展史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目的，就在于推动世界无 

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向前发展，认为通过马克思主义学 

说发展史的梳理和研究，通过对每一个历史时期经验 

的总结和规律的揭示，可以为未来的革命事业提供借 

鉴，这样一来， “即将来临的历史时期，定会使马克思 

主义这个无产阶级的学说获得更大的胜利” [1](65) 。可 

以看出，列宁所追求的理论境界不仅仅是“向后看” ， 

更重要的是“向前看” ，也就是为未来的社会实践提供 

有效的指导，而这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展史研究的根 

本目的。 

2. 凸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展史的基本线索 

列宁首倡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展史旨在按照世界 

历史的发展线索，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发展演变及其 

历史绩效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梳理和总结，试图充分发 

挥其对社会实践的积极指导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世 

界历史的发展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展史的基本线 

索。列宁认为，之所以将世界历史的发展作为马克思 

主义学说发展史的基本线索，原因有三个：其一，马 

克思主义学说本身就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产物，它反映 

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要求， 揭示了世界历史的运动规律， 

同时也具有重大的世界历史意义，列宁指出， “马克思 

观察世界历史，是从正在创造历史，但无法事先绝对 

准确地估计成功机会的那些人们的观点出发的，而不 

是从瞎说‘本来容易预见到……本来就用不着拿 

起……’ 等等的小市民知识分子的观点出发的。 ” [3](707) 

其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世界历史性还体现在它囊括 

了整个人类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自然也包括资本主 

义时代最为价值的成就，即“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 

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 

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 

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 

价值的东西，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按照这个方向，在 

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产阶级反对一切剥削的最后的 

斗争）的实际经验的鼓舞下继续进行工作，才能认为 

是发展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 [4](332) 。在这个意义上， 

马克思主义学说实际上就是世界历史性的集大成者， 

因而，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展史就是世界历史性的理论 

创新及其演变历史。其三，从实践诉求来讲，马克思 

主义学说是一种改造世界、 创造世界历史的理论学说， 

列宁指出，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 

大成绩，在于他们用科学的分析证明了，资本主义必 

然崩溃，资本主义必然过渡到不再有人剥削人现象的 

共产主义。 ” [5](574) 而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或共产 

主义所代替，这个科学结论鼓舞着全世界的无产阶级 

和被压迫民族不断地发动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以 

获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极大地推动了世界历史的 

发展进程。 
3. 初步划分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展史的历史阶段 

列宁在 1913年 3月撰写的 《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 

运》一文中，将马克思主义学说诞生以来的历史发展 

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 列宁指出： “马克思首次提出这 

个学说是在 1844 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于 1848 
年问世的《共产党宣言》，已对这个学说作了完整的、 

系统的、至今仍然是最好的阐述。从这时起，世界历 

史显然分为三个主要时期： ①从 1848年革命到巴黎公 

社（1871年）；②从巴黎公社到俄国革命（19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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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从这次俄国革命至今。 ” [1](61) 很显然，列宁在这里是 

根据世界历史的发展阶段来划分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展 

的历史时期的，根据列宁的表述，我们可以将  1848 
年−1913 年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展史的历史时期归纳为 

以下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展史 

的理论形成阶段，其形成的标志是马克思恩格斯《共 

产党宣言》的问世，但这并不是这个学说一经形成就 

比较强大，并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对此列宁指 

出， “在第一个时期的开头，马克思学说决不是占统治 

地位的。它不过是无数社会主义派别或思潮中的一个 

而已。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是那些基本上同我国民粹 

主义相似的社会主义：它们不懂得历史运动的唯物主 

义原理，不能分别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个阶级的作 

用和意义，并且用各种貌似社会主义的关于‘人民’ 、 

‘正义’ 、 ‘权利’等等的词句来掩盖各种民主变革的 

资产阶级实质。 ” [1](61−62) 第二个阶段是马克思主义学说 

发展史的理论巩固阶段，在列宁看来，这个时期由于 

没有发生革命，是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这给马克思 

主义学说的巩固带来了良好的机遇， “马克思学 说获 

得了完全的胜利，并且广泛传播开来。挑选和集结无 

产阶级的力量、使无产阶级作好迎接未来战斗的准备 

的过程，正在缓慢而持续地向前发展。马克思主义在 

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 
[1](63) 。而第三个阶段则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展史的理 

论创新阶段，在这个阶段，马克思主义学说同俄国革 

命实际相结合，指导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胜 

利，在帝国主义较为薄弱的环节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 

社会主义国家，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展史的重 

大理论创新。 

三、系统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学说 

发展史的主要特点 

列宁在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及其不断发展演 

变的过程中，发现了几个带有规律性的特点，总的来 

说，这些特点分别涉及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论品 

格、运作机制与策略原则，充分地展现了马克思主义 

学说发展史的运动规律及发展趋势。 
1. 在理论品格上， “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 

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 

列宁在 1910年 12月 23日撰写的 《论马克思主义 

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一文中，对马克思主义学说 

发展史的几个主要特点进行了科学的归纳，其中从理 

论品格的角度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是活的行 

动指南，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列宁指出： “我们 

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经典性的论 

点异常鲜明有力地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往往被人忽视 

的那一方面。而忽视那一方面，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 

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就会抽掉马克 

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会破坏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 

—辩证法即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 

说，就会破坏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的一定实际任务，即 

可能随着每一次新的历史转变而改变的一定实际任务 

之间的联系。 ” [1](137) 在这里，列宁科学地揭示了马克 

思主义学说发展史中的一种极为错误的倾向，那就是 

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当然， 

列宁科学地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论品格，其意 

旨不仅仅在于揭示出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内部危机， 

即“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 

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所以它就不能不反 

映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反映 

就是深刻的瓦解、混乱、各种各样的动摇，总而言之， 

就是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极端严重的内部危机” [1](160−161) 。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列宁的根本目标在于“团结一切 

意识到危机的深重和克服危机的必要性的马克思主 

义者来共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 

理” [1](161−162) 。由此可见，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展 

史的理论阐释以及对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格的 

深入揭示和高度概括，是在承认马克思主义运动内部 

危机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不是一味地夸大马克思主义 

学说的生命力和感召力，这对于我们当前推进党的理 

论创新无疑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2.  在运作机制上，随着具体的社会政治形势改 

变， “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也就不 

能不分别提到首要地位” 

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历史发展必然要面临着这样一 

个问题，到底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作为一个整体全面推 

进式地发展，还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某一个原理先 

获得突破，然后带动其它原理也不断向前发展，这事 

实上涉及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展史的运作机制问 

题。列宁指出，我们在理解和解读马克思主义学说的 

时候一定要坚持整体性把握和完整性理解，决不能割 

裂马克思主义学说，使本来是一个有机整体的马克思 

主义学说支离破碎化了；但我们在积极推进马克思主 

义学说的历史发展尤其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学说同现实 

社会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不能盲目地不顾具体的社 

会政治形势和时代特点等主客观条件，强行推进马克 

思主义学说的整体发展或整体应用，而是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列宁强调， “因为具体的社会政治形势改变 

了，迫切的直接行动的任务也有了极大的改变，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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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 

分别提到首要地位。 ” [1](158) 当然，这与列宁所强调的 

整体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并不矛盾：一方面，整体 

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建立在对各个不同历史 

时期、各个不同的基本原理的发展和归纳的基础之上 

的，离开了局部的理解和把握，整体把握和整体理解 

是无法实现的；另一方面，整体性把握和理解是为了 

更好地将马克思主义学说运用到各个具体的社会政治 

形势中去，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和政治的发展。 
3. 在策略原则上，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学说所涵括 

的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广大无产阶级中去才能真正 

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历史发展 

推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历史发展需要科学的策略 

原则。在列宁看来，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展史的一个重 

要研究目的就在于为未来的社会实践提供有效的指 

导，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学说同广 

大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然而，马克思主 

义学说及其所涵括的社会主义意识并不能从工人运动 

和无产阶级群众中自发产生， “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 

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 

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 [3](317) 。对此，列 

宁反对经济派忽视灌输的错误做法， “经济派主张工人 

阶级只进行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等的经济 

斗争，认为政治斗争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事情。他们 

否认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 

性，否认向工人运动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必要性，维 

护分散的和手工业的小组活动方式，反对建立集中的 

工人阶级政党。经济主义有诱使工人阶级离开革命道 

路而沦为资产阶级政治附庸的危险” [2](543) 。经济派的 

错误实质在于它没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推进和 

社会主义意识的形成必须坚持积极而主动的策略原 

则。由此可知，列宁强调将马克思主义学说所涵括的 

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广大无产阶级中去，这无疑 

是一条积极主动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展史的策略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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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in’s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to 
Marxism’s theories developmental history 

WANG Haobin 

(Marxism College,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Lenin has made three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to the Marxism’s doctrine development history, The first is that 
he  has  realized  the  whole  appreciation  of  the  philosophy  basis,  theory  sources,  contents  constitution  and  spiritual 
essence of Marxism’s doctrine. The second is that he has put forward the concepts of Marxism’s doctrine development 
history  for  the  first  time  and  clearing  definitely  the  research  purpose,  convexing  the  basic  clues  and  dividing  the 
historical  stage  of Marxism’s  doctrine  development  history.  The  third  is  that  he has  systemly  summed  up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Marxism’s doctrine development history. On the theoretical character, “Marxism is not a dead dogma, 
not inflexible theory, but an activity guidebook”; In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changing along with the specific social 
political situation, the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live theory of Marxism have to mention the initial position respectively. 
On the strategy principles, we must instill  the socialism consciousness of Marxism’s doctrine among the proletariat so 
as  to  push  forward  the  history  development  of  Marxism’s  doctrine.  which  greatly  promotes  the  richness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m,  promoting  the  whole  Marxism’s  Theories  developmental  history  to  a  new  historical 
stageLeninism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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