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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共产党宣言 发表以来,已有 200多种文字以各种形式出版了数百种版本,其

影响之大在世界学术理论领域绝无仅有。全世界一切不怀偏见的学者至今仍在研究、纪念和

高度评价 共产党宣言 的当代价值。 共产党宣言 的基本思想及其当代意义概括起来主要

有五个方面。只要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阶级对立还存在,只要地球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

的矛盾没有得到真正解决, 共产党宣言 的思想就不会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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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 是马克思主义奠基之作, 也是

马克思主义最重要、影响最深广的经典著作, 具有

划时代意义。它的问世标志马克思主义作为成熟

的科学理论正式诞生了。从此, 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有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并且蓬蓬勃勃地发展起

来。如果没有 宣言 的出版和指导,工人运动可

能还要在黑暗中继续徘徊和摸索。

一、共产党宣言 的出版和影响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

党。1847年 11月在伦敦举行的同盟代表大会,

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一个准备公布的完备的

理论和实践的党纲。其结果就是 1848年 2月在

伦敦出版的 共产党宣言 。 宣言 出版以来,

至今用 200多种文字, 出版了数百种版本, 其影

响波及全世界。这在世界学术理论领域是绝无仅

有的。恩格斯在 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说: 宣

言 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 1848年以来现

代工人运动的历史。现在, 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

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 是从

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所有国家的千百万工人

共同的纲领。 在 20世纪, 由 宣言 奠定的

马克思主义学说, 由理论变成实践, 建立了世界

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 并曾经出现了一个让资

本主义世界胆战心惊的社会主义阵营。 宣言

也必将对 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产生重大影响。

在我国, 从 20世纪初一些进步人士就开始

向国人介绍 宣言 , 并且多次翻译出版了 宣

言 的部分内容, 宣传其重要思想。直到 1920

年 8月才全文出版了由陈望道翻译的 宣言

中文版。该版本是在陈独秀的支持和帮助下翻译

出版的, 他并且进行了校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

我国老一代革命家, 就是通过这个最早的中译本

宣言 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适值毛泽东在上海

参与中共一大有关的准备工作, 他很快得到

宣言 文本, 并不只一次地进行了研读。周恩

来曾经回忆道: 我最早读到的陈望道翻译的

共产党宣言 , 这个译本虽然有些缺点, 但基

本原理大体是正确的。 在他病重期间还向陈望

道询问 宣言 第一版出版的情况。 宣言 在

我国先后出了 10几种版本。1964年, 中央编译

局参照 宣言 的德文版和恩格斯亲自审阅过

的英文和法文本, 对 宣言 的中译本进行了

较大的、周详的校译, 这个版本成为在我国流传

最广和影响最大的译本。同时还出版了多种少数

民族文字的译本。没有 共产党宣言 就不会

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也就不会有我国社会主义

革命与建设, 更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共产党宣言 尽管发表 160周年了, 但它

在今天仍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今天纪念

共产党宣言 发表 160周年, 最重要的是, 应

该认真地研读 宣言 文本, 结合新的时代特

征和社会实践, 理解和把握它所包含的深刻的思

想内容, 以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研究分析问题的

立场、观点和方法, 并用 宣言 的精神激励

和指导我们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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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外学者对 共产党宣言 的研究

和评价

学习和研究 宣言 ,不仅要了解我国学者的

研究情况,还应当了解国外学者、特别是左翼学者

对 宣言 研究和评价。因为 宣言 本来就是世

界性的作品,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产物,他们的

研究无疑对我们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 1998年,为纪念 共产党宣言 发表 150周

年,许多国家纷纷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和理

论研讨会。其中最隆重、规模和影响最大的国际

性活动,是当年五月中旬在巴黎召开的 纪念 共

产党宣言 发表 150周年国际大会 。它既是一

次具有重要意义的纪念活动, 又是一次内容广泛

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由法国

马克思园地 主办, 有 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50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笔者作为中国学者参

加了这次盛会, 深受大会的气氛和学者们的深邃

的见解所感染,现在回想起来, 当时的情景还历历

在目。这次大会的主题是, 宣言 发表一个半世

纪以来,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和如何实现人类的

解放。大会组委会主任、法共政治局委员、前马克

思主义研究所所长弗 拉扎尔夫人在致开幕词时

动情地说: 共产党宣言 不是一般的书。它不

是冰, 而是碳,放在锅里能使水沸腾起来。我们为

什么不使历史重新沸腾起来呢? 她最后讲到:

取代资本主义的选择是什么? 人类解放的前景

是什么? 这两个问题值得在世界范围展开最广

泛、最深入和最富创造性的讨论。因为在马克思

提出解放全人类口号 150年后的今天, 宣言 依

然具有伟大意义。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给人类

带来的灾难。 150年来, 为着人类的解放, 各国人

民和无数志士仁人雄心勃勃地进行了众多的探索

和尝试,但也经历了许多苦难、悲剧和失败。值此

世纪之交之际, 面对社会生活的新挑战, 我们认

为,所有的进步力量应在保持各自特性的同时,摈

弃几十年间形成的分歧,共同思考,一起工作和进

行讨论。这就是本次大会的意义。 她的发言指

明了 宣言 的重要精神, 表达了与会学者的心

声。

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以下的问题: 宣言 发

表以来时代发生的变化和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问

题; 宣言 的历史地位和重要意义; 当代资本主

义和经济全球化; 当代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新变

化和革命问题;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内在统一关系

问题;市场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 关于科技革

命、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等等。与会学者

对以上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发表了很有见

地的看法。比如,关于可持续发展问题,有的学者

强调,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世界面临的巨大挑

战,必须以马克思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相和谐的思

想来重新审视科技革命、生产力发展和消费问题,

必须把生态战略和社会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考虑,

也就是解决生态问题必须同解决社会问题相结

合。有的学者认为, 当前全球严重的生态问题是

发达资本主义的无节制的生产和无节制的消费造

成的。为超额利润而生产和为过度消费而生产是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两根支柱,资本主义制度是

不可能解决当今面临的生态灾难问题的。可见,

这些观点对于当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是有启发意义的。这次会议气势恢宏, 理论层次

高,反映了苏东剧变后国际上出现研究马克思主

义的新的热潮。

众所周知, 在千年之交之际,也就是 1999年

下半年,英国剑桥大学文理学院几位教授发起评

选 人类纪元第二个千年第一思想家 ,结果马克

思荣登榜首。此后, 西方学界和媒体又几次评选

千年最伟大思想家 和 千年伟人 ,马克思都名

列前茅。 2005年 7月英国广播公司 ( BBC ) 在我

们这个时代 栏目中开展一项调查, 题目是 谁是

现今英国人心目中最伟大的哲学家 。 7月 14日

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 共产主义理论奠基人卡尔

马克思以 27. 93%的得票率排在第一位。休

谟、柏拉图、康德、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和黑格尔

等远远落在其后。该栏目主持人布拉格认为,

马克思当选为最伟大哲学家有诸多因素, 但是

能够解释一切的理论是他夺冠的最重要原因。

这里所说的 能够解释一切的理论 , 我认为指的

就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因为, 只有用历

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 才能科学地说明社会

现象的本质和历史发展的规律,才能对历史的趋

势作出正确预测。对这次调查, 剑桥大学政治系

教授加里斯特 琼斯发表评论说: 如果你读 共

产党宣言 你不得不承认它是一个很有力、很了

不起的文件。虽然出版于 1848年,但我们现在经

常谈到的全球化、裁员、跨国公司、世界经济朝这

个或那个方向发展, 所有这些内容书中都能找到,

它有令人惊讶的现实意义, 任何其他文件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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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力量。

同年 9月,德国 明镜 周刊也作了类似的调

查,结果公布后, 不莱梅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的学

者发表评论说: 作为社会理论家, 马克思揭示了

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规律, 以及物资基础 上层

建筑模式, 并勾画出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远景。

这些在过去都非常吸引人, 现在仍然令人神往。

这两位学者都认为, 马克思改变了世界。 21世

纪初, 我们需要象马克思这样的思想家以令人信

服的方式分析资本主义的形势。

从上述可见, 共产党宣言 对当今世界依然

发生着重大的影响, 就象巴黎大会的中心口号一

样: 马克思还活着 , 当今世界仍然需要马克思

主义 !

三、共产党宣言 的基本思想及其当

代价值

由 共产党宣言 所奠定的马克思主义学说,

之所以对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发生如此深刻的影

响,就因为它是科学真理, 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

量和逻辑力量征服了人心,并赢得了世界上千千

万万人们的敬仰。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宣言 1872年德文版序

言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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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原理的实际

运用, 正如 宣言 中所说的, 随时随地都要以当

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这

些论断,在今天依然也还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

这些一般原理, 也即基本原理, 至今仍然没有过

时,用西方学者的话来说, 是不可超越的 。当

然,这些基本原理在实际运用中将会得到不断的

丰富。 宣言 中阐述了哪些基本原理, 长期以

来,人们从不同角度进行过很多的探讨,也做过各

种概括,推动了对 宣言 的深入研究。笔者也想

就 宣言 阐述的基本原理及其在当代意义谈一

点粗浅的看法。

第一, 宣言 阐明的最基本的思想, 首先是

关于人类社会结构及社会运动规律的思想。正如

宣言 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的, 贯穿 宣

言 的基本思想: 每一个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

及必然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

的历史的基础 。在 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 又

进一步指出, 构成 宣言 核心的基本思想 就

是: 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

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

治的和精神的历史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

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 。这也

就是 1859年 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中所阐述的

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以及社会形态

及其更替规律的基本思想。关于 两个必然 、阶

级和阶级斗争以及共产主义基本特征等等, 都是

从这个最基本思想派生出来的原理,或者说是它

的展开。也可以说,这是 宣言 的最深刻的世界

观和方法论基础。列宁在评价 宣言 时指出:

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

的世界观,即把社会生活领域也包括在内的彻底

的唯物主义、作为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

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

者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理

论。 现在,国内外都有这样一些学者恰恰在否

定恩格斯所强调的这个 核心 思想, 如果否定了

这个 核心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体系,

就将不复存在,当前的社会主义实践也将失去它

的理论依据。今天, 纪念 宣言 发表 160周年,

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坚持和弘扬马克思主义这个

最基本原理,阐明它的理论价值和在当代的现实

意义。

第二,关于 两个必然 的原理。这是马克思

主义创始人用上述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 分

析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运动及阶级关系而得出的科

学结论。资本主义制度在其发展过程中, 曾创造

过辉煌,起过重大的历史作用, 但是, 同任何事物

的发展一样,它在自己生命途程中同时包含着自

身的否定因素。正如恩格斯所说: 资产阶级从

它产生的时候起就有自己的对立物同它缠在一

起;资本家没有雇佣工人就不能生存 。他还

说, 赋予新的生产方式以资本主义性质的这一

矛盾 (指社会的生产与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

盾 ), 已经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 宣

言 正是用马克思刚刚形成的唯物史观, 深刻地

剖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资本与雇

佣劳动的关系, 得出结论说: 随着大工业的发

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

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己

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

同样不可避免的。 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两

个必然 的原理。在 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 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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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地指出, 共产党宣言 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

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 宣言 中阐述的这个

无可辩驳的结论,令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胆战心惊,

但让世界无产阶级欢欣鼓舞。当然,资产阶级的

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并不是短时期可以实现

的,它是一个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生产关系

不断变革的演进过程。二十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实

践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然而, 由此认为共产主

义是十分迷茫的, 也是非常错误的。这是对社会

主义前途丧失信心的表现。

宣言 发表一个半世纪以来,世界发生了许

多变化,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国际垄断资本主

义阶段,古典自由主义发展到了新自由主义形态,

宣言 预示的经济全球化,从 20世纪 80年代以

来也迅猛地发展起来, 同时出现了规模愈来愈大

的反全球化运动等等。 宣言 所揭示的 两个必

然 是否已经过时? 回答当然是否定的。但是,

问题在于如何用新的事实丰富对 两个必然 的

理论论证。在这方面, 国外学者和一些共产党的

理论家作了许多新的有益的尝试。比如,俄共三

大通过的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纲领 就试图从当

代资本主义造成的全球社会问题和生态灾难,论

证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 纲领 认

为,如今占据大半个地区的资本主义是这样一种

社会, 那里的物资和精神生产从属于最大限度地

搜刮利润、积累资本、追求无限膨胀的市场法则。

当代资本主义的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 必然带来

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生态灾难。它使资本主

义固有的资本与雇佣劳动、剥削与被剥削的矛盾

越出了发达国家的国界,扩展到不同国家和地区,

造成全球性的社会问题。生活在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的近十亿居民成为特殊的 金十亿 , 他们消费

着世界 80%的产品,这种超级消费建立在地球上

大多数居民的经常性消费不足和相对、绝对贫困

的基础之上。虽然发达国家一定程度地缓解了自

身的矛盾,但是, 就全球而言,这一矛盾更为广泛、

更为深刻,这些国家同其他国家的关系具有了阶

级剥削的性质。另外,这种过度消费,推动了工业

生产毫无节制地发展, 其结果造成了更为严重的

生态、资源、发展等全球性问题。 纲领 指出,正

是这样的严重后果, 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

灭亡。资产阶级式的社会生活已濒临其可能的极

限。连最狂热的拥护者也承认, 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不仅已到了其内部的临界线, 而且到了其自然

的临界线。 纲领 最后结论是:人类必须抛弃资

本主义的价值追求和社会制度,必须对社会生活

加以全面的有计划的自觉控制,把人自身的完善

和发展放在首位,而这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实现, 是

向共产主义前进。可以说,这是在马克思主义创

始人关于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的经典论证的基础

上,结合新的时代特征和社会实践,对这一科学原

理的进一步丰富。

解决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始终都是人

类面临的两大主题。历史已经表明, 资本主义制

度不可能解决人类所面临的这两大问题。社会主

义就其本质而言,是能够而且必须解决这些问题

的,但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比较晚,加之实践中

的失误,也没有能够解决好。要真正解决人类面

临的这两大主题,还必须认真地总结经验与教训,

进行艰苦地探索。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就是试图

解决这些问题的极好的尝试。

第三,关于阶级存在和阶级斗争的原理。这

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 它象一条红线一样贯穿

宣言 的始终。恩格斯在谈到关于人类社会基

本矛盾及阶级斗争规律时, 不只一次地强调这个

发现是属于马克思的。 在我看来这一思想对历

史学必定会起到象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所起的作

用 , 并指出马克思在 1884年春天以前已经考虑

成熟了。阶级和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

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 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

转移的客观存在。马克思在致约 魏德迈的信

说,关于阶级的存在和阶级斗争, 在我以前很久,

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和经济学家就已经发现

了。我所加上的新内容是: ( 1)阶级的存在仅仅

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 ( 2)阶级斗

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 ( 3)这个专政不过是

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马克思的科学论断非常准确地揭明了阶级存在这

一历史现象,说明了阶级斗争学说的科学价值。

宣言 结合当时的革命形势和对资本主义

社会矛盾的剖析,深刻地阐明了上述原理。首先,

宣言 开宗明义地指出: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

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清楚地指明了, 阶级和阶

级斗争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历史现象,是一个客观

的存在, 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马克思早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就阐明了 宣

言 的这个重要思想。他指出: 过去人们的发展

是在有限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上进行的, 这种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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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整个社会的生产, 使得人们的发展只能具有

这样的形式,即一部分人靠另一部分人来满足自

己的需要,而另一些人 (多数 )经常地为满足最迫

切的需要而进行斗争。 由此可见, 到现在为止,

社会一直是在对立的范围内发展的, 在古代是自

由民和奴隶之间的对立,在中世纪是贵族和农奴

之间的对立,在近代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

的对立。 这里,把阶级斗争这一历史现象, 奠定

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这确实是马克思

对社会历史认识的一个重大贡献。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写作 宣言 时对人类的

史前史几乎还不了解。后来, 陆续发表了一些关

于俄国土地公有制的材料,出版了摩尔根的 古

代社会 , 人们才开始了对人类史前史的研究。

马克思研究了东方社会, 写下了 人类学笔记 ,

恩格斯 1884年出版了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

源 一书。这一研究不仅对人类史前史有了清晰

的了解,而且也使唯物主义历史观、特别是关于社

会形态的理论更加完善。所以, 恩格斯对 宣言

的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 的表述, 明确为 这是

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 , 或加以 从原始土地公有

制解体以来 全部历史, 使得 宣言 的这一重要

论断更为科学, 更为准确。其次, 宣言 分析了

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立,分析了资产阶级国家

政权的阶级实质, 指明无产阶级要从非人的生活

条件下获得解放,必须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 政

治统治 , 即无产阶级专政。并且利用自己的政

治统治, 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

把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统治阶级的无产

阶级手里, 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

量。 这是 宣言 最重要最卓越的思想。列宁在

国家与革命 中给它以极高的评价。这里不仅

指明了无产阶级政权对无产阶级解放的绝对必要

性,而且阐明了无产阶级政权的历史使命和任务。

再次, 宣言 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了无产阶

级政权和国家的历史作用,指出当无产阶级政权

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的时候, 公共权力就失

去政治性质 。当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

消灭了阶级本身存在的条件, 无产阶级的政治统

治也就消失了。这里深刻地阐明了阶级、政党、国

家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都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总

有一天要退出历史舞台的。但我们距离这一天还

相当遥远,工人阶级还必须依靠自己的政党, 通过

加强和巩固自己的政权,来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

所以, 宣言 的这些思想, 在今天依然有着重要

的指导意义。

当代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

变化,是否象有些学者所宣扬的那样,当代资本主

义已经变成 人民资本主义 ,阶级对立已经不复

存在了。这种说法显然是试图借口时代的变化,

抹杀资本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的阶级对立。诚然,

宣言 发表 160年来,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

阶级关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自然引

起了广大学者的关注, 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的学者对此进行了很多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认识

和新的观点。按照他们的研究, 这种新变化可以

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雇佣劳动化,也就是工人阶

级队伍扩大化; 二是雇佣劳动异质化。所谓 雇

佣劳动化 , 是指雇佣劳动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

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不论蓝领还是白领, 不论一

般工人还是经理阶层和管理人员, 都是受雇佣者。

这些人一不占有生产资料,二受雇于资本家企业、

公司或大的财团。他们找到好的工作, 生活得就

比较好,甚至可以接近中产阶级生活水平,一旦失

业便沦为无产者行列,而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就业

与失业是很通常的现象。日共学者指出, 所谓

工人阶级是指出卖劳动力获取工资生活的群

体,包括体力劳动,也包括脑力劳动。他们认为,

这种不占有生产资料的雇佣劳动者占整个劳动力

的 70%。法国学者弗. 拉扎尔夫人认为, 当代资

本主义阶级结构从总体上没有改变。它的一端是

金融资产阶级, 另一端是雇佣劳动者。前者是少

数,而后者的队伍则不断扩大。所以,在当今资本

主义社会, 阶级对立并没有消失。所谓 雇佣劳

动异质化 ,一方面,是指工人阶级从事的劳动部

门和工作性质发生了变化。在当今的工人阶级队

伍中,产业工人只占三分之一,而从事文教、医疗、

通讯等部门的雇佣劳动者则占三分之二,此外, 还

有经理雇佣劳动者。另一方面, 是当代工人阶级

的生活条件同 宣言 时代的无产阶级相比, 发生

了很大变化,绝对赤贫现象比较少,甚至一些人还

拥有少量股票。这种情况就使得当今工人阶级的

阶级意识和革命精神同过去的无产阶级已经不能

同日而语了。解决这些问题,是现在工人阶级政

党面临的最大课题和难题。美共学者认为, 在资

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并没有消失,只是改变了斗

争的形式。 阶级斗争、种族斗争和民主斗争的

结合 , 是反对资本主义右翼势力的主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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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可见, 宣言 所阐述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

原理并没有过时, 只是应当根据变化了的形势作

出新的解释和运用。要科学的认识当今世界, 认

识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及其发展趋势,还必

须诉诸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

第四, 关于共产主义基本特征的原理。这是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和阶级

关系而得出的重要理论结论。这些原理包括政治

的、经济的和思想的。关于共产主义的政治特

征, 上述已经涉及到了, 这里不再赘述。 宣

言 对共产主义的经济的和思想的特征, 作了

极为深刻而精辟的阐述。这里的核心首先是关于

消灭私有制的思想。空想社会主义者已经认识

到, 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弊病的 根

源 , 并开始从理论上思考消灭私有制的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 科

学地阐明了私有制的发生、发展和社会本质, 解

决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而不能解决的任务。

宣言 指出: 消灭私有制不是某个世界改革家

所发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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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

除先前存在的所有制关系, 并不是共产主义所独

有的特征。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

般的所有制, 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因为, 现代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之

上、建立在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之上的产品和

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不废除资产阶级

的私有制, 无产阶级就不可能真正获得解放, 更

不要说解放全人类了。所以, 宣言 以最鲜明

的语言向世人宣告: 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

论概括为一句话: 消灭私有制。 科学社会主义

这一基本特征, 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 不管你

承认与否。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由于生产

力发展水平还较低, 所以, 在一定程度上还允许

私有制的存在和发展, 还必须实行以公有制经济

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政策。只要坚持邓

小平所说的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的这两个根

本原则, 我们可以一步一步地建成社会主义, 最

后过渡到共产主义。

其次, 宣言 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深刻阐

明了共产主义的又一重要特征, 即无产阶级意识

形态必须居于统治地位。它旗帜鲜明地指出:

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

级的思想。 我们知道, 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时,

不仅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而且从精神生产

过程, 透辟地分析了思想的产生及其社会阶级性

质。指出: 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

力量, 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

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 同时也支配着精神

生产资料。因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

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 是使某个阶级

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 因而这也

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思想。这就从根本上说明

了, 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工人阶级的意

识形态,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地位和指导地

位, 很显然, 这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决定的, 同

时又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所必须的。我国

当前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就

是要进一步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

指导地位, 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的主流意识形

态。这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的思

想保障, 也是 宣言 的两个 彻底决裂 精

神在现今历史条件下的具体体现。

所以, 宣言 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特征

的论断, 在今天并没有过时, 而是得到进一步的

丰富和实际运用。任何事物都有区别它事物的质

的规定性, 本质特征是质的规定性的具体体现,

就象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特征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一

样, 社会主义本质特征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如果

否定了 宣言 的这一核心思想, 就无异于抽

掉了科学社会主义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石。

第五, 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原理。这一原理

集中反映在 宣言 第二章最后一句话里, 可

以说, 是 宣言 一个结论性的论断。这一论

断是: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

级旧社会的, 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 在那里, 每

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对

于这一重要原理的理解, 在理论界存在着歧义。

比如有的学者, 离开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

仅仅突出一个 人 的问题, 试图把马克思主

义归结为人道主义, 这是极其片面的。首先, 这

个原理作为 宣言 的一个结论性观点, 它是

同 宣言 所阐发的整个思想内在的联系在一

起, 是以唯物史观分析人类社会发展史, 以及分

析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运动而得出的结论。如果脱

离开 宣言 的整体思想, 或者舍弃这句话的

前半句, 那么对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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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发展的条件 的论断就可以作出各种不同

的解释。其次, 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随着生产力

发展而不断进步的过程。如前所说, 过去的历史

发展是同有限的社会生产相伴随, 所以, 人们获

得自由的程度和需要满足的程度也是有限的。只

有当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关系发展到比较高的阶

段, 达到阶级和人剥削人的现象消灭的时候, 人

才能真正得到全面发展, 才能达到 每个人的

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的境界。

那时, 人的发展不再是片面的, 也不再是虚幻

的, 而是全面的和真实的。那也就是共产主义的

实现。再次, 与上述相联系, 人的全面发展是一

个实实在在的进步过程, 它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否则, 脱离开社会主义

事业, 人的全面发展只能流于空谈和空想。所

以, 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 马克

思主义创始人给它以很高的评价。

为了加深对上述思想的理解, 我在这里援引

一段恩格斯在逝世前两年的给意大利 新纪元

周刊的题词。1894年 1月, 该周刊致信恩格斯,

请求他用简短的字句来表述未来社会主义纪元的

基本思想, 以区别于诗人但丁曾说的 一些人

统治, 另一些人受苦难 的旧纪元。恩格斯回

复说: 要用几句话来概括未来社会主义纪元的基

本思想, 几乎是不可能的。经过考虑后, 我认

为, 除了 宣言 中的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

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 将是这样一个联

合体, 在那里,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

由发展的条件 这句话之外, 我再也找不出合

适的了 。从中不难看出, 恩格斯把人的全面发

展看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看成是社会主义

事业发展的结果。这里的人, 决不是抽象的人,

这个论断也决不是抽象的人道主义。恰恰相反,

宣言 在批判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派别

时, 特别批判了以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为哲学基础

在德国出现的 真正的 社会主义思潮, 批评

他们用抽象人性论曲解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 否

定阶级观点。 宣言 在揭露 真正的 社会主

义时指出: 他们不代表真实的要求, 而代表真

理的要求, 不代表无产者的利益, 而代表人的本

质的利益, 即一般人的利益, 这种人不属于任何

阶级, 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界, 而只存在于烟雾弥

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 这一批判十分深刻, 并

切中要害。 真正的 社会主义思潮早已销声匿

迹了, 但他们宣扬的抽象人性论思想一直在共产

主义运动中回荡。从第二国际到戈尔巴乔夫的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 都可以看到它的影

子, 并且已经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造成了严重的

后果和极大的危害。

笔者把 宣言 所包含的基本原理概括为

五个方面, 其实还远不只这些。比如社会主义革

命原理和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等, 也都非常重

要, 内容也极为丰富。这些宝贵的思想财富, 也

十分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挖掘和研究。总之,

共产党宣言 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极为宝贵

的精神财富, 尽管时代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 但

它的真理的光辉, 依然照耀着社会主义的征程。

只要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阶级对立还存在,

只要地球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矛盾没有得到

真正解决, 宣言 的思想就不会过时。关键在

于, 要使 宣言 精神同时代特征和当代的社

会主义实践相结合, 在社会实践中使其得到不断

的丰富和发展, 从而使其永远保持着旺盛的生命

力。

注释:

 !∀ 马克思恩格斯选

集 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第 264、248、252、257、

284、251、257- 258、293、285 - 286、286、292、98、294、299

页。

见 靳辉明文集 ,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5年版, 第

421- 422页。

见 新华每日电讯 2005年 7月 27日。

列宁选集 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 416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3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21、744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4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47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60年

版,第 507、730- 731页。

 列宁选集6第 3卷,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第 129

- 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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