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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与毛泽东的“相结合” 

——以文本传播为视角

王海光

摘要：本文以《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文本传播为研究视角，试图

厘清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变通、变形和变异过程，也就是马列

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本土文化和智慧“相结合”的过程、共产主义世

界革命与中国社会激进革命“相结合”的过程，从而了解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早期发展，理解中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

的历史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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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and Mao Zedong's "Combin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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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 on the text communication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in China,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larify the process involved 
in the spreading and adapting, of the various transformation of 
Marxism Leninism in China. A process also known as "combining" 
Marxism Leninism theory with Mao Zedong's local culture and 
wisdom, and of "combining" the Communist world revolution with 
Chinese social radical revolution. This will help us to understand 
Marxist China, and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China, progressing from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to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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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初年，中国正处于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新旧

交替时期，社会道德失序，政局动荡不安，人心扶摇不定。各派政

治势力激烈角逐，各种西方思潮大量涌入，新旧文化激荡冲击，给

积贫积弱的中国带来了激发活力的强烈刺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列主义）为意识形态旗帜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兴起，并迅速进

入到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掀起了中国共产革命的暴风

骤雨，把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巨变推到了最高潮。共产主义输入中国

的过程，也就是马列主义的“中国化”过程，即马克思的西方阶级

斗争理论、列宁夺取政权的机变能力和中国社会激进的革命运动

“相结合”的过程。马列主义革命向中国的输入和移植，有着不同

国情的巨大落差，有着水土不服的变通性和南橘北枳的变异性问

题，所以，“相结合”的“试错”过程曲折激烈，付出了极高的历

史代价，最后才实现了列宁主义革命在中国的胜利。

研究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变通、变异和变形，离不开对马列主义

经典文本的传播史研究。但是马列主义书籍浩如烟海，取其删繁就

简之道，可以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经典文本进行传播史研究。在中

共意识形态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体系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经

典著作可能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列宁的《国家

与革命》、《帝国主义论》和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这几

篇马列著作是中共中央规定的干部必读书，在全党反复学习，构建

了中共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共产党宣言》讲的是阶

级斗争问题，《国家与革命》讲的是阶级专政问题，《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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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讲的是时代问题，《联共（布）党史》是斯大林主义的“百科

全书”。

《共产党宣言》是在中国传播的马列主义经典文本中最为根本

的一部。它既代表着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革命道统，又是中共进

行阶级斗争的一部革命圣经，在实现共产主义的价值目标上具有多

重的时代性意义。从阶级斗争学说传播史的研究角度，《共产党宣

言》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经典文本。

在中国能够领袖群伦实现这个“相结合”的，既不是领导新文

化运动的思想领袖，中共创始人陈独秀，也不是莫斯科一手培养起

来的职业革命家，深得斯大林信任的王明等人，而是志向远大、博

览杂书、意志坚定、性格强悍的一个湖南湘潭的农家子弟毛泽东。

毛泽东的成功，客观上是历史机缘辐辏的结果，主观上是他与众不

同的个人禀赋、知识结构和实践能力，使之对中国历史和社会民众

有更深刻的了解，因而也更具有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相结合”

的能力。

毛泽东是马列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坚定信奉者，一生都在搞阶

级斗争，临终前还讲“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但在学理层面

上，马克思所讲的阶级斗争，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与

资产阶级的斗争；毛泽东所讲的阶级斗争，则是前现代化传统国家

在向现代化社会转型时期的阶层分化。两者具有着不同历史时代语

境的巨大社会文明差异。所以，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与马克思主义的

正统学说在学理逻辑上多有不合之处，为国际派教条主义者讥讽为

“山沟沟里的马列主义”、“狭隘经验主义”等。这是情理之中的

事情。

应该说，国际派教条主义认为毛泽东的马列主义水平低下，视

为“旁门左道”的讥讽，都是所言不虚的事情。毛泽东的马列主义

与原教旨主义的马列主义原本不同，或者说是一种变了形的马列主

义。然而，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要的变形，是为适应中国土壤的

中国化改造。事实上，如果没有“相结合”的中国化变异和变形，

这个舶来品的阶级斗争理论在中国社会是难以立足的。这里需要有

对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农民战争的知识经验，需要有了解底层社

会情况的江湖阅历，更得有坚忍不拔的知行能力，否则是不能完成

这一过程的。

本文以《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文本传播为研究视角，试图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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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变通、变形和变异过程，也就是马列主

义理论与毛泽东本土文化和智慧“相结合”的过程、共产主义世界

革命与中国社会激进革命“相结合”的过程，从而了解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早期发展，理解中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

历史逻辑。

一、《共产党宣言》传播与中国共产革命的枳变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宗立派，是以卡尔·马克思和恩格斯

1848 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为时代标志的。它认为：现代化大

生产使社会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随着

大工业的发展，原有的社会关系已容纳不了社会生产力蓬勃发展的

要求，断言：“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

的”。而新兴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一个全球化的运动，“工人阶级无

祖国”。

《共产党宣言》向全世界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

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

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

世界。”1 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共产党宣言》是一篇激情四溢的论辩文体的小册子，其真理

在握的自信，文采激扬的文字，铿镪有力的逻辑，简单明确的结

论，对青年人是极有魅惑力的，比较《资本论》，对中国人有更重

大的影响。几乎所有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都宣称自己是读了《共

产党宣言》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很少有人讲：自己成为马克思

主义的信徒，是读了《资本论》，洞悉了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价

值”的秘密，从而投身共产革命的。《资本论》这部号称“工人阶

级圣经”煌煌大作，深奥难懂，艰深晦涩，不是一般人能涉足的。

然而，比《资本论》更难让中国人读懂的，还是马克思所处的社会

和时代。这位一生都在过流亡生活的犹太血统的德国人，在世界工

业文明中心的英国伦敦创作了《资本论》，提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

“剩余价值理论”学说。这个著书立说的历史场景，与前现代化的

1 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284、3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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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农业国家的中国国情，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社会时代。

马克思所言的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

占有的私人性的矛盾，所谓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发生，

与前工业化的传统中国社会完全是不着边际的事情。还没有走出传

统国家体制和传统农业社会的近代中国，轮番上演的就是白骨露於

野的饥荒和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战乱。西方工业社会发生的生产过剩

的经济危机，对中国人来说，实在是太奢侈的海外奇谈了。所以，

要让他们穿越两种时空环境来读懂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实在是

一件天方夜谭的不可思议之事了。在中共早期建党人物中，对《资

本论》有过学理性系统研究的，可能是在日本留过学的李达了。这

位中共创始人，毕生搞的是课堂上和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从事都

是“书斋里的革命”，并没有搞过实际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军

事活动。2 如果不是他参与组党的中共革命成功，以其才具而言，

可能终身就是一位默默无闻的教书匠而已。

毛泽东多次提到《共产党宣言》对他思想的重要影响。1936
年，毛泽东在陕北保安县的山沟里，给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介绍

自己的革命经历时讲：他是在 1920 年读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

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由此

而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31941 年 9 月，毛泽东又在延安回顾

说：他是读了这三本小册子，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

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了认识问题的方法

论。”4 他从中取了“阶级斗争”四个字，成为了他一生的信仰和

事业。

毛泽东给斯诺讲他阅读《共产党宣言》的时间，可能是有意识

地给提前了。据研究者考证，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此时还

尚未出版。5（罗章龙回忆，毛泽东读的是北大的油印本 6）。但这

2 参见宋镜明：《李达传论》，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

3 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1979年，第 131页。

4 毛泽东：《关于农村调查》，1941年 9月 13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
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 21-22页。

5 【日】竹内实著：韩风琴、张会才译：《毛泽东传记三种》，北京：中国
文联出版社，2002年，第 214-215页。

6 罗章龙在 1990年 3月曾回忆说：毛泽东第二次来北京的时候，我们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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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表明毛泽东对《共产党宣言》的高度重视，奉之为阶级斗争的

经典教科书。在他的有生之年，多次督令全党干部阅读该书，“弄

通马克思主义”。7 然而，毛泽东缺乏西方民主社会和大工业时代

的知识背景，对《共产党宣言》所言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

斗争，有着理解上的时代偏差。他最看重的是《共产党宣言》中

“消灭私有制”的“两个决裂”的思想——“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

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

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毛泽东早年曾信奉

“新民说”，革命志向就是要全面改造社会和全面改造人们思想观

念，这与“两个决裂”在情怀上是一致的。然而，他毕生也没能理

解《宣言》追求的人类社会价值理想目标——“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 但是，正因为这种知识局限性和

时代错位，却给毛泽东提供了把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想象空间，给他

解读和运用阶级斗争学说带来巨大的灵活性。这正是理解中国共产

革命的一个关键问题。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的中国知识界，如饥似渴地对西方学术

的知识追求，对新潮的马克思学说也有了一点粗浅的知识。但无论

是知识界最新潮的学问家梁启超，还是政治上最激进的革命家孙中

山、朱执信等人，都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学说的一种，并没有

予以特殊的厚爱，更没有把它作为救世良方。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

的。当时中国社会仍然是前现代化阶段的传统农业经济体系，现代

工业体系还只是萌生阶段，所谓产业工人不过是一群刚刚来到工厂

个庞大的翻译组，大量翻译外文书籍，《共产党宣言》就是其中一本。
《共产党宣言》不长，全文翻译了，按照德文版翻译的，我们还自己誊
写，油印，没有铅印稿，只是油印稿。我们酝酿翻译时间很长，毛主席第
二次来北京后看到了。

7 1964年 2月，毛泽东要求全党高级干部学习马、恩、列、斯著作 30本书
中，第 1本书是《共产党宣言》。同时期，毛泽东阅读的马列经典著作还
有，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70年庐山会议后，毛
泽东再次要求全党学马列。所列的 6本马列著作中，第 1本书也是《共产
党宣言》。

8 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286、293、294页。旧译文为“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
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见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 4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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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谋生的农民，没有形成阶级意识，只有帮会气质。马克思所讲

的西方工业社会两大阶级的斗争——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阶级斗

争，在中国社会还是一件遥不可及的神话预言。

然而，在中国从晚清以降的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过程

中，政治和社会的各种矛盾冲突非常剧烈，这个混乱的国情为最激

进的革命理论提供了土壤。这是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得以传播

到中国的基础条件。

列宁主义是带有东方专制主义和俄罗斯民粹主义双重色彩的马

克思主义。其要义，一是组织职业革命家集团的集权制政党，进行

秘密活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建立一党专政；二是运用国家政

权的力量，积极推动世界革命，实现马克思预言的共产主义社会。

实际上，《共产党宣言》打出的“消灭私有制”的旗帜，要改变人

类社会千百年形成的产权结构和财产观念，这只有是依靠超级国家

的暴力专政手段才能实施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打的精疲力竭的俄国，列宁和他的职业革命

家团队伺机起事，利用社会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一举夺取了国家政

权，开创了在一个国家实现阶级专政的成功范例，即十月革命道

路。十月革命的道路，就是以密谋式革命取得政权，以政党统治国

家，自上而下地全面改造社会的暴力革命的道路——无产阶级专政

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是一系列军事共产主义的制度安排：一党

专政、领袖政治；阶级镇压、红色恐怖；统制经济、掠夺农民；舆

论控制、思想统一等等。在这里，既有消灭私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

理想，又有为实现这一价值理想而实施的冷酷无情的暴力手段。

这些东西后来为斯大林所继承，形成了苏式社会主义的斯大林体

制。9 有关苏式社会主义体制的特征，可以概括出许多方面。可以

确定的是，这个体制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的结果，而

是基于共产主义消灭私有制的意识形态理由建构起来的，拥有超然

于社会之上权力的一党专政的国家体制。共产党以无产阶级的名义

统治国家，全面控制了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思想资源，对全社会

实施最完全最彻底的改造。列宁主义的共产革命是人类社会一场声

9 关于苏联史的研究，国内外著述甚多。大陆学者的研究，史论方面可参见
陆南泉、黄宗良、郑异凡、马龙闪、左凤荣主编的《苏联真相——对 101
个重要问题的思考》，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史实方面可参见闻一
著《俄罗斯通史（1917-1991）》，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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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浩大的社会实验，具有颠覆过去一切文化价值和制度体制的激进

特征，给 20 世纪带来了一场天翻地覆的社会巨变。

列宁主义的政党国家体制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列宁主义政党是

一个革命家集团的领袖党，领袖、政党、阶级的关系是倒置的。政

党是代表阶级意志的先锋队，领袖是政党的头脑。阶级本体的阶

级意识需要政党的灌输，否则不能由“自在阶级”成为“自为阶

级”；政党需要领袖集团的集中制领导，否则就没有组织纪律的战

斗力。这是一个头脑决定论的政党理论。政党的领袖集团可以用先

锋队的名义，矫命阶级的名义夺取国家权力，矫命阶级的名义统治

国家，矫命阶级的名义改造社会。通过组织一个领袖党，可以把无

产阶级革命移植到任何地方，开展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运动，在全

世界推进共产革命。20 世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无疑是列

宁主义政党体制的胜利。它向全世界推广了一个极权主义政党体

制，制造出来了一套人类历史发展必然道路的意识形态误区，形成

了一场以阶级革命为旗帜的世界共产主义革命风暴。

列宁在 1916 年写的小册子《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

段》10，提出了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资本

主义的高级阶段和最后阶段，是社会主义的前夜，帝国主义是战争

策源地等等论断。列宁在 1917 年写的小册子《国家与革命》，提

出了暴力夺取国家政权，用国家政权的暴力改造社会，建立无产阶

级专政的暴力革命道路。11 这两个小册子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无产

阶级革命学说的新发展，推进世界革命的理论依据，俄国十月革命

的代表作。列宁和他的革命密谋集团，利用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中打得疲敝不堪的机会，发动武装暴动，推翻了软弱的克伦斯基政

府，建立了俄共独掌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列宁的布尔什

维克党人为了推进世界革命，于 1919 年成立了共产党国际。1920
年 7 月，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一书的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中，以

10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 1-6月）》，中共中央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二卷，北
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 575-688页。

11 列宁：《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
的任务（1917年 8-9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
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 109-
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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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言家的口吻强调指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

从 1917 年起，这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证实”。12 然而，当

列宁领导的苏俄红军，试图将共产主义世界革命从俄国推进到欧洲

时，欧洲各国工人阶级非但没有响应他们的“解放者”，而是奋起

抵抗。1920 年 8 月，苏俄在与波兰的战争中，苏俄红军惨败于华

沙城下，从而断绝了从欧洲推进世界革命的企图。这不仅摧毁了列

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预言，同时也验证了马克

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不着边际，整个欧洲大陆无情地拒

绝布尔什维克主义向西方的蔓延。这是导致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党

将世界革命的重点由欧洲转向东方的一个重大原因。1924 年，斯

大林对列宁主义做出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

义”的时代概括。13 中国的共产革命，就是在这个历史语境下发生

和发展起来的。

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最初对十月革命阶级专政的革命暴力在心

理上是有排斥的。陈独秀、李大钊，乃至毛泽东都曾有过对革命暴

力负面评价的言论。在苏俄革命输出的影响下，他们从世界革命

的学理层面上接受了列宁主义，但未能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上海

党组织起草的早期建党文献，如《中国共产党宣言》（1920 年 11
月）14，《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1921 年 7 月）15，所称的推

翻资本家阶级、阶级争斗、无产阶级专政等等政治话语，其实都是

来自外国共产党的抄本，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是脱节的。

1958 年 6 月，毛泽东重读了 1920 年的《中国共产党宣言》，

给予了“空想”的评价。认为这个建党文件“不提反帝反封建的民

主革命，只提社会主义的革命，是空想的。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纲

领则是基本正确的。但土地国有是不正确的。没有料到民族资本可

以和平过渡。更没有料到革命形式不是总罢工，而是共产党领导的

12 列宁：《列宁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 582页。

13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 4月），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

14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北京：中
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 547-550页。

15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北京：中
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 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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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是农民战争。”16 也就是说：这个建党文件

对中国革命性质上的认识是错误的，对国情认知和基本政策是错误

的，采取的革命形式也是错误的，完全不清楚中国的共产革命是农

民战争的形式。这当然是事后之明的评论。问题是：这样一场“舶

来”的革命运动，却获得了意外的巨大成功。这绝不是“主义”二

字所能解释的，实乃是中国革命的愿力所致。

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苏俄向中国输出革命的产物。在

世界革命中实现中国的复兴，是陈独秀等人接受共产主义的重要因

素，并成为了毛泽东这一代共产党人毕生追求的目标。列宁的“帝

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观，暴力革命观、阶级斗争观和阶

级专政的国家政权观，这是中共与生俱来的政治胎记，中国革命由

此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

在中国共产革命的过程中，陈独秀最后成为了“终身反对

派”，摒弃了十月革命道路和斯大林体制，重新肯定了欧美民主体

制的价值。17 莫斯科派领导人照搬苏联十月革命道路的中国苏维埃

革命，在城市和农村都失败了。毛泽东则搞出了一个与苏联道路不

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农村为革命基地逐渐发展力量，取得了夺

权革命的胜利。这是在马列主义阶级斗争观念指导下的新式农民革

命的胜利。毛泽东进而把阶级斗争运用于治国理政方面，接连不断

地进行各种政治运动，以推动共产主义的早日实现。文革中被奉为

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三个里程碑”的毛主义，也就是阶级专政论在

固权革命上的继续发展，以至于造成了文革的巨大灾难。以往的成

功经验却成为以后失败的伏笔，历史的复杂性也就在这里。

二、《共产党宣言》与中共领导人的马列主义学养

中国的共产革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这与马克思《共

产党宣言》的无产阶级革命，有着跨时代的时空落差。毛泽东思想

的形成和发展，是穿越这两个时空环境的理论创见。毛泽东没有读

马列主义原著的学养能力，对马列主义著作的阅读量非常有限，对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 380-381页。

17 陈独秀遗著：《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论文和书信）》，自由
中国社出版部，民国二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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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的掌握远不及在莫斯科吃过洋面包的留学生，但在本土化的融

会贯通能力上却是全党无人可及的。在这个中国革命实践意义上形

成的毛泽东思想，土洋结合，学用贯通，是一种“不经不典”的马

列主义。

毛泽东把西方的马列主义学说与本土的中国农民造反传统相结

合，打通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与传统农民战争“杀富济

贫”底层正义的联系，概括为“阶级斗争”四个字。他在延安庆祝

斯大林 60 岁生日的讲话中，要言不烦地归纳说：“马克思主义的

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 :‘造反有理’。……根据这

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18

毛泽东把马列主义运用于中国农村包围城市的夺权道路，提出

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在阶段论上是陈独秀“二次革命

论”的翻版。在革命动员方面，毛泽东改变了马克思、列宁等革命

导师轻视农民革命性的看法，把列宁主义的暴力革命与中国农民造

反运动的结合，贯通了《共产党宣言》阶级革命的正义性与《水浒

传》替天行道的正义性。

从文本学意义上讲，在中国共产革命的意识形态建构上，那些

大部头的马列原著可能起不来多少作用，倒是那些小册子更具根本

性。中共高层领导人都有读小册子的经验体会，都有删繁就简的

“相结合”能力。所谓“相结合”，说到底，就是为我所用的变通

性。这也就是传统学术讲的“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的关系。

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走的就是“六经注我”的路线，并

不拘泥马列经典的言语，策略灵活机变，最后是以革命的成功作为

了“相结合”的成果。而更熟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亦步亦趋执行

国际路线的王明等人，则为“六经”所困，掉到了书袋里面，与中

国国情“结合”不起来。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给井冈山的老战友曾志说：“马列主义的

书要经常读，当然不必要一律都精读，而是遇到实际问题，就去请

教马列主义，时常翻阅，从理论上进行分析。”他举自己的读书经

验说：“《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

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

18 《毛主席十年前所作的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的论文和演说》，《人民日
报》1949年 12月 20日。该文与原文有些许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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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

党宣言》就翻阅过多少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于应用，要应用就

要经常读，重点读，读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可以从中了解马克

思主义发展过程，在各种理论观点的争论和批判中，加深对马克思

主义普遍真理的认识。”19

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要求党的高级干部学习马列著作，搞清

楚党的路线问题。1943 年 12 月 14 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用

半年时间学习六本书。即《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

学的发展》、《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社会民主

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毛

泽东编辑的《两条路线》上下册。强调学习要展开争论，提出中心

问题，开展自我批评，联系实际。这实际上是以马、列、斯的五本

书，对照毛泽东编辑的《两条路线》的中共历史文献，批判国际路

线领导人。在中共七大的口头报告中，毛泽东又向全党提出学习

上述马、列、斯五本书的号召。他说：“马、恩、列、斯的书多

得很，如果先读了这五本书，就差不多了。”20 他希望能有五千到

一万人去读过，有个大致的了解。

毛泽东在七大的大会结论中，还专门谈了党性与个性的问题，

解释了个性、自由、人格的发展，引据了《共产党宣言》的“每个

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话。毛泽东说：“不

能设想把一百二十万党员变成一百二十万块木头，不能把党员变成

一模一样，那会有什么党性！只要服从党，在此范围内尽量发展各

人的长处，不要只喜欢那些纸糊泥做的人。”21 他还严厉批评了党

内一些人的“装”、“偷”、“吹”的学风。“要讲真话，不偷、

19 曾志：《谈谈我知道的毛主席》，转引自《缅怀毛泽东》（上），第二
版，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 315页。曾志回忆毛泽东与她讲
话的时间是 1939年底，似记忆有误差。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最
初是 1940年 1月在《中国文化》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的《新民主主义的政
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曾志在延安与毛泽东来往很多。毛讲他在写作
《新民主主义论》时，反复阅看《共产党宣言》，应是后来的谈话。

20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945
年 4月 24日），《毛泽东文集》第 3卷，第 350-351页。

21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毛泽东文
集》第 3卷，第 4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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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装、不吹。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得就是不懂得。”22

毛泽东这一代中共领导人，是从血与火的革命斗争中打拼出来

的，都有很强的学习能力，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善于因地制宜地

总结经验，审时度势地决定政策，有自己的一套学以致用的学习 
方法。

刘少奇在中共高层领导人中，比较系统地接受过马列主义理论

训练，马列主义理论素养比较高，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读的也比较

多。刘少奇在 1964 年给朱理治的信中，介绍了他读马列著作的经

验：“越大本头书，越记不住。读书不在多，只要关键的东西读

了，如《共产党宣言》、《社会发展史》，起作用的是这些小册

子，到了有问题的时候翻一翻。”23

林彪也是党内很会读书的人，很善于思考问题，对马列主义哲

学著作尤其有心得。林彪读书有剥丝抽茧的本领，经验是少而精，

删繁就简，提取精华。林彪读书喜欢做卡片，摘取核心的句子。他

提出的学马列的“走捷径”，学毛著十六字方针，“学习毛主席著

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

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这也是他自己读书的经验之谈。他读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也是以《共产党宣言》为基本。林彪读

《共产党宣言》，用裁剪法读书，一本书剪到最后，只有“大工

业、大机器”这几个字了。24

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针对党内反改革势力掉书袋，以“姓资

姓社”诘难改革开放，讲了他们这一代如何读马列书的箴言：“学

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要求

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

党宣言》和《共产主义 ABC》。”“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

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

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

设、搞改革也靠这个。”邓小平特别强调说：“我们讲了一辈子马

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

22 同上。

23 刘少奇：《刘少奇同朱理治的谈话》，1964年 10月 4日。

24 李根清：《毛家湾林彪琐事》，《炎黄春秋》，2014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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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很朴实的道理。”25

这些中共高层领导人讲的读书经验，都是很朴素很实在的道

理，也是他们领导革命的真知灼见。中共的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化

繁为简，一言蔽之，就是小册子革命、小册子治国。在革命的“学

以致用”的小册子中，《共产党宣言》提供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

仰，具有树立“道统”的价值意义。历史与理论结合，理论与实践

结合，从面临的具体问题读书，读书要精炼、要管用、要能够解释

现实问题，这是毛泽东一代领导人对马列主义的学习态度。这种学

以致用的实事求是学风，使他们具有政治上极其灵活的变通能力。

在意识形态的原则性后面，又有政策变化的灵活性。

三、《共产党宣言》与中国当代意识形态的建构

1949 年 3 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是中共筹谋建立新中

国的重大会议。全会以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作为新中国建立的政

治理论，向全党提出了学习辨证唯物主义、政党和国家学说、政

治经济学的思想建设任务，开列出了 12 本干部必读的马列主义书

籍。26 毛泽东在会议上说：如果在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 12
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 12 本书，那就很好。27

在中共建政之后，《共产党宣言》是建构新中国意识形态的马

列主义理论基石，表达了“消灭私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

但是，对《共产党宣言》中轻视农民的认识，中共领导人认为这

是它的不足之处，苏共也没有搞好，而中共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大 
发展。28

在急速完成了城乡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中共领导人认为这是对

25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 382页。

26 即《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
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
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
《联共党史》、《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
国》、《思想方法论》。

27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结束时作总结讲话（1949年 3月 13日）。

28 《刘少奇关于高级党校工作问题对杨献珍、侯维煜的两次谈话纪要》，
1956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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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列主义的新发展。毛泽东在 1958 年 1 月的杭州会议上提出：现

在如何去看《共产党宣言》，也是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结合。29 毛泽

东在此说的这个相结合的问题，是从社会动员的角度讲的。如上述

1958 年毛泽东评论 1920 年《中国共产党宣言》空想时讲：“不提

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提社会主义的革命，是空想的。作为社

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则是基本正确的。但土地国有是不正确的。没有

料到民族资本可以和平过渡。更没有料到革命形式不是总罢工，而

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是农民战争。”30

在国家施政方面，《共产党宣言》所言的无产阶级执政后采取

的十项政策措施，成为了中共在社会改造和社会建设的方向性目

标。在反右派运动后，其观念革命的部分又得到强调。

在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共产党宣言》所讲的未来

社会政策，被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从政策设想层面，推到了“抢先进

入共产主义”的现实政策层面。在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总

路线中得到了具体的体现。31

大跃进中，国家有关部门从马恩列斯的著作中摘编了《论共产

主义公社》32 小册子，下发各地，作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方

向目标。这些小册子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未来无产

阶级国家的政策设想：工业和农业结合、消灭城乡对立、教育与物

资生产结合、义务劳动制、农业产业军、总计划开垦荒地等，作为

了政策制定实施的理论依据。在大跃进运动中，“两条腿走路”、

破除“法权”、“工、农、商、学、兵”一体的人民公社体制、公

共食堂、全民炼钢、大办教育文化、大办各行各业、大规模移民边

远省份等激进的发展政策。

《红旗》杂志 1959 年第 2 期发表了署名文章《社会主义农业

产业军》，喜气洋洋地宣称：《共产党宣言》中曾经提出的农业产

业军的纲领，“在我国正在逐步成为现实。”33

29 《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58年 1月 4日。

30 毛泽东《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第 551页。

31 陈伯达：《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在北京大学庆祝党成立三十七周年
大会上的讲演》，1958年 7月 1日。

32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系编：《论共产主义公社》，北京：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

33 童大林：《社会主义的农业产业军》。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农业经济组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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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60 年代的“反修防修”运动中，《共产党宣言》的传播

学意义又有了新的变化，成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一个理论武器。

在中苏论战中，《共产党宣言》是中共维护马列主义纯洁性的道统

符号，运用于“九评”之中。

中共的“反修斗争”是与苏共争夺正统性的斗争，但中共高级

干部的马列主义学养实在很低，许多军队高干连《共产党宣言》

也没有好好读过。如某军队高干讲：“书，我们老早就有了，

先是挑夫挑着，后来马驮着，以后又用汽车载着；但就是没读

它。”34 1964 年 2 月，毛泽东要求高级干部学习马列主义著作，指

示中宣部开列了学习马恩列斯和普列汉诺夫的 30 本书的书单，第

一篇就是《共产党宣言》。35

从实际效果看，马列导师的这些书对于各级干部们还是太深

了，他们能看得懂的还是毛泽东的东西。为此，中央编发了《毛泽

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提供给普遍干部和群众学

习。真正大行其道的是还是林彪在军队推出的《毛主席语录》、

“老三篇”这些“急用先学”的实用主义东西。毛泽东个人崇拜

在 1960 年代的狂热，与中共干部普遍低下的文化程度是大有关 
系的。

在“四清”运动的大抓阶级斗争中，夺权革命的暴力革命基因

被再度激活。1947 年激进土改的一些做法，在“四清”的大整基

层干部中又重复出现了。

1964 年 12 月 20 日，毛泽东在讨论“四清”的政治局常委扩

大会上讲话，又举《共产党宣言》为例，讲阶级斗争策略问题。他

说：“列宁很重视农民，提工农联盟。《共产党宣言》就怕小资产

阶级，把小资产阶级的缺点、消极面提得过多了。小资产阶级有两

面性，看你强调哪一面。中国有多少小资产阶级。流氓无产者更

多。对流氓无产者更不客气。就强调消极面？他有积极的一面嘛！

根据我们的经验，可以改造的。”36 虽然毛泽东的讲话语境，具体

《学习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文集》，北京：中国农
业出版社，1959年。

34 《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关于组织高级干部学习马、恩、列、斯著作的批示》
文件附件，1964年 2月 15日。

3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1册，第 25-28页。

36 《毛泽东思想万岁》（编者不详），第 5册，第 197页。原标题为“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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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的是四清运动不要打击面过宽的问题，但同时又带有了民粹主

义的观念意识。

在 1960 年代的对外“反修”和对内“防修”的交互作用下，

毛泽东“不经不典”的马列主义被自我封圣化了，成为了对马列主

义的新发展。林彪表述为：毛泽东“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

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

崭新的阶段。”林彪这个理论表述得到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肯

定。37

在论证毛泽东如何“继承、发展”马列主义时，《共产党宣

言》是一个重要的比对标准。陈伯达说：“主席说：《共产党宣

言》很大的缺点是对农民、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估计不足。……没

有估计到亚洲的局面。”康生从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方

面论证，“毛泽东思想全面发展丰富了超过了马列主义”38

在 1949 年 3 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王明为讨好毛泽东，提出

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概念，“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

民地的应用和发展”。毛泽东认为不妥，说不要想宽了，要先把自

己的事情做好。不要把毛泽东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但此

时，毛泽东却欣然接受了这些更无厘头的佞臣谀词。这反映了毛泽

东领导世界革命的大格局意识。

在红卫兵造反运动中，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再度成为了“继续革命”的“葵花宝

典”。青少年红卫兵把它们作为阶级斗争的革命教科书，把打、

砸、抢、抄的胡作非为当作是革命行动，真诚狂热地开展了这一场

“红色恐怖”的革命。群众运动革命造反的民粹主义思潮再度泛滥

成灾。

在文革进入到夺权阶段之后，毛泽东“继承、发展”的内容又

扩大，认为是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巩固政权的问题，所以

央工作座谈会上关于四清问题的谈话”，实际是毛泽东 1964年 12月 20
日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37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1966年 8月
12日。

38 陈伯达 1966年 5月 24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康生 5月 25
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参见群众组织编印：《中央首长讲
话》，1967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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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三个伟大的里程碑”。39 这里讲的在“巩

固政权”上的新创造，就是把“走资派”也作为了革命对象。在解

决群众运动派性斗争阶段，毛泽东又发出“斗私批修”的号召，为

马列主义的“继承、发展”增添了新的内容。把“政治思想领域”

的阶级斗争，发展到解决世界观问题的“治心”阶段。

我们可以从在《人民日报》每年在 11 月 7 日发表的纪念十月

革命的社论中看到这个“继承、发展”的变化。文革前 1964 年、

1965 年的纪念十月革命的社论中，“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

会主义革命”，还是从巩固政权的角度来提起的。40 到文革中的

1967 年纪念十月革命的社论，则成了改造人的世界观的需要了。

这篇毛泽东亲自修改的社论，称毛泽东是“当代的列宁”、“第三

个里程碑”。定义了“继续革命”理论的六个要点。根本纲领是

“斗私，批修”，解决世界观问题。41 这就把马克思基于生产力基

础上的阶级斗争学说，发展为观念领域的阶级斗争学说。

上述可见，《共产党宣言》在文革中表示的政治意象，实际上

是毛泽东“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参照和比对文本。但这种参

照和对比，只能是毛泽东才能做的事情。1970 年 8 月林彪之子林

立果在空军“三代会”上做“讲用报告”，被那些溜须拍马的群小

们吹捧为“第二个《共产党宣言》”、“第四个里程碑”。这就是

“僭越”之举了，反而是帮了倒忙。搞个人崇拜的效果，从来都是

降低人们的智商的。

在 1970 年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军人集团试图

以“天才论”为武器打击张春桥文人集团，遭到毛泽东的迎头痛

击。会后，毛泽东指示全党要读书学习马列主义，列了 11 篇必读

书目，《共产党宣言》是首篇。42“学马列著作”，是毛泽东要结

39 《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伟大的历史文件》，1967
年 5月 18日。

40 《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在伟大的十月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1964
年 11月 7日；《沿着伟大十月革命的道路奋勇前进》，1965年 11月 7日。

41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沿着十月社会主
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
1967年 11月 6日。

42 《中共中央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1970年 11月 6日）规定
书目：马列著作六篇：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2、马克
思：《哥达纲领批判》，3、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选读）》，4、恩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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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军管体制，恢复“文治”的重要措施。毛泽东的著作，悄然放在

马列之后。在宣传毛泽东思想方面，也更强调的是对马列主义的

“继承”方面。

林彪事件的发生，使文革意识形态陷入极大混乱。毛泽东为了

说明文革是符合马列主义道统原则的一场革命，又让张春桥、姚文

元选出了马列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 33 条，在全国开展了一场

“学理论”运动，在社会上再度掀起“反法权”的活动。在重新修

复文革意识形态中，《共产党宣言》是最基本的文本。

文革中的学习和宣传《共产党宣言》，反复强调的是两个观

点：一个是“两个彻底决裂”的观点。即：“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

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

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另一个是“两个必

然”的观点。即：“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

避免的。”中共宣传机器把它概括为“资产阶级必然灭亡，无产阶

级必然胜利”的粗浅论断。

“两个彻底决裂”是毛泽东“继续革命”的一个理论支柱。基

本意思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仅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

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

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只有抓

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同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才能巩固和加

强无产阶级专政。”43 文革中，在“两个彻底决裂”的名义下，一

切荒诞不经的事情，都可以用最神圣的革命理由推而广之。

文革的那些违背人们生活常情常理的口号和“新生事物”，如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工农兵学员“上、

管、改”，革“小生产”的命，把农民搞点副业说成是资本主义道

路等等，都是打着“两个决裂”的名义。

从 1966 年 5 月到 1976 年 9 月，《人民日报》共发表有“两个

斯：《反杜林论（选读）》，5、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选
读）》，6、列宁：《国家与革命（选读）》。毛泽东的五篇哲学著作是：
1、《实践论》，2、《矛盾论》，3、《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
题》，4、《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5、《人的正确思
想是从那里来的》。

43 解放军某部理论小组：《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学习〈共产党
宣言〉的一点体会》，《人民日报》1975年 2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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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决裂”文字的文章 211 篇。其中，中共“九大”前有 25 篇，

“九大”后有 193 篇。“两个彻底决裂”的文章在 1971 年后的发

表数量迅速增长。最为集中的是 1974 年“批林批孔”运动到 1976
年 9 月“粉碎四人帮”前夕，有 122 篇。《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

“两个必然”（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

的）的文章，从 1971 年 6 月到 1976 年 9 月，共 20 篇。这是要以

《共产党宣言》为文革的正当性背书，以表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

“继续革命”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道统。实际上这恰恰是证明了文革

在人民心目中的失败。人心的丧失，覆水难收，“继续革命”已经

无法继续下去了。

文革领导集团试图以《共产党宣言》的“两个彻底决裂”的观

念和“两个必然”的信念，来统一人们的思想，维护文革的合法

性。但人们生活的逻辑，要比政治教化的力量要更为强大得多。文

革后期，人们已经不能接受文革这套空洞虚假的革命宣传了，怀疑

和抵触的情绪弥漫于全社会。随着毛泽东的去世，他苦心经营十年

的文革，也就随之榱崩栋折了。

文革结束后，中国转向改革开放，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破

除了苏联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基本观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

就。中共把这条改革开放发展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总结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邓小平的“相结合”的新创举，具体

体现为党的领导与市场经济的“相结合”，即：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以改革开放为抓手，发展市场经济，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高

速。同时，在意识形态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坚持党的领

导。作为马克思主义道统标志的《共产党宣言》，仍然是全党学习

马列主义的基本范本，不断开展学习运动，但改革开放的实践，已

经突破了马克思当年对未来社会的具体政策设计。《共产党宣言》

中的“消灭私有制”的革命目标，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多种所

有制并存”的产权保护，由此，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理论，在理论上对《共产党宣言》的“两个彻底决裂”和

“两个必然”，做出了新的学理解读，补充上了马克思的“两个决

不会”的观点。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改革开放中的新发展。

“两个决不会”的观点，是马克思于 1859 年 1 月在《〈政治

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即“无论哪一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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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

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

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两个决不会”讲的是文明发生

的历史条件，这是不能人为超越的时代性制约。毛泽东时代发生的

所有革命，都是因为跨越了时代而不能成功，每一场激进革命都造

成了灾难性的后果。而在这些最激进的革命旗帜上，正如《共产党

宣言》中所言，恰恰印上的是旧时代的徽章。用野蛮时代的原始兵

器，建构不起来文明时代的现代大厦。这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历史

一再证明的事情。

“两个决不会”把《共产党宣言》的“两个彻底决裂”和“两

个必然”，拉回到现实的土地上。这是只有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才

能得到的新认识。中共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就是对“两个绝不会”观点的中国化版本。《共产党宣言》的“每

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铭言，已为中国改

革开放的实践所理解和认识，成为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核心价

值理念，也体现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以人为本”的民主法治方向

的时代规定性。

四、结论

毛泽东把马列主义阶级斗争学说运用于中国共产革命实践中的

“相结合”能力，比同时代人更加高明，从而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列

主义——毛泽东思想。1981 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论述了毛泽东在革命、建

设、军事、思想、文化等方面对马列主义的丰富和发展，归纳出了

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面：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

立自主。从经典文献的形成与演变的传播史角度，可能是一个考察

和理解毛泽东与马列主义“相结合”理路的简达之道。在理解中国

共产革命的文本选项中，《共产党宣言》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在

中国传播和影响的理想文本。从《共产党宣言》的传播过程，我们

可以试图理解中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发展的

独特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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