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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恩格斯根据不断变化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事实 ,不断调整无产阶

级革命斗争策略 ,并最终完成从暴力革命转向和平过渡的重大理论突破 ,形成了关于无产阶级

革命的性质 、进程和策略的新思想 ,树立了一个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的典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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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 ,恩格斯为马克思《1848年至 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所写的《导言》全文公开发表。

自《导言》发表以来 ,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和各国学者中 ,对恩格斯晚年思想发展的争论就一直存

在。分歧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恩格斯是否否定了马克思的暴力革命论 ,以及是否出现早年恩格斯和晚

年恩格斯的“对立”;二是恩格斯晚年是否主张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而变成了“民主社会主义者” 。本文

拟通过对 19世纪 40-9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革命策略思想之演进的历史考察与分析 ,对此作一探讨。

一 、19世纪 40年代:暴力革命是唯一的出路

1885年 4月 ,恩格斯在给查苏利奇的信中说:“在我看来 ,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

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 ,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

治条件 。”
[ 1]
(第 669 页)在指导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不同历史时期 ,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从这一方法

论出发 , “根据经常变化的条件”
[ 2]
(第 439 页),制定相应的革命策略的。

在 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以前 ,马克思恩格斯在革命策略方面 ,有两个相互联系的设想:一是资本主

义即将灭亡 ,只要通过一两次大的冲击就可以埋葬它;二是提出“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 ,不承

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 。”
[ 1]
(第 530页)这些观点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那时 ,即使是工

业最发达的英国 ,仍处于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的阵痛之中 。19世纪上半叶的资本主义 ,由于物

质实力的不足 ,市场经济和其他社会组织的不完备 ,自我调整的能力很差 ,资产阶级用尽可能地压低工

资 ,延长劳动时间等手段 ,获取利润 。在这半个世纪内 ,除了劳动力不足的美国以外 ,欧洲主要资本主义

国家的工资一律绝对地下降。阶级矛盾极为尖锐 ,经济危机具有极大的破坏性 ,工人运动风起云涌 。正

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以极其尖锐的形式暴露出来 ,使得马克思恩格斯有可能对

其作出精辟的剖析并发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但当时还没有条件去分析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的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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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得出资本主义即将灭亡并必然采取暴力革命的形式。

英国当时是一个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的国家 ,种种迹象显示出它正处于社会革命的前夜。恩格斯后

来回顾到 ,他在 1845年曾预言英国在 1847年危机时要爆发暴力革命 ,因为当时“英国面临着一场按一

切迹象看来只有用暴力才能解决的危机”[ 3](第 317 页)。由于当时英国并不具备和平的 、合法斗争的条

件 ,所以他得出的结论是:暴力革命是唯一的出路 。这一基本观点 ,恩格斯在 40年代分析英国问题时曾

多次提到。例如 ,1842年恩格斯在《国内危机》中说:宪章派运动的“`合法革命' 把一切都搞糟了。 ……

然而无产者从这些事件中间还是得到了好处 ,那就是他们意识到了用和平方式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 ,只

有通过暴力消灭现有的反常关系 ,根本推翻门阀贵族和工业贵族 ,才能改善无产者的物质状况。”
[ 4]
(第

550-551 页)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 ,恩格斯把这一思想表达得更为明确:“当你看到有产阶级这样

疯狂的时候 ,当你看到他们被眼前的利益迷惑得连时代的最明显的标志都看不出的时候 ,你就不得不放

弃和平解决英国社会问题的任何希望 。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暴力革命 。”[ 5](第 548 页)在《共产主义原

理》中 ,恩格斯说 ,共产主义者当然也希望能“用和平的办法废除私有制” ,但是 , “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无

产阶级的发展都受到暴力压制” ,因而共产主义者只能用革命的暴力反对反革命的暴力 [ 6]
(第 239 页)。

在《共产党宣言》中 ,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宣布:共产党人“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自己的目的
[ 6]
(第 307 页)。总之 ,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无产阶级革命策略观可以概括为:无产阶级革

命只能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 ,而且是“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取得最近和最终的胜利 。

二 、19世纪 70年代:暴力革命与和平方式同时提出

1848年革命失败后 ,马克思重新开始经济史的研究 ,发现资本主义经济正在走向普遍繁荣 ,资本主

义所表现出来的“适应性” ,表明它还能在相当长的时期继续发展 ,由此开始改变原来把资本主义的寿命

估计得过短的看法。当时 ,马克思指出:“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 ,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

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 ,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 。”
[ 6]
(第 470 页)随

着这一认识上的进展 ,马克思在 1859年明确提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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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第 33 页)这两个“决不会”是对革命策略的理论基础唯物史观的重大发展。

19世纪 60 —70年代 ,欧洲的资本主义经济继续保持繁荣和稳定的发展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了

由自由放任向垄断发展的趋向 ,其自我调整能力进一步加强 。与此同时 ,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议会

制也得到了发展 ,到 60年代 ,以普选制为基础的代议制开始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起重要作用 。在以

暴力革命为手段建立的巴黎公社遭到镇压的同时 ,欧洲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合法的议会斗争中

却异军突起。历史的发展要求无产阶级改变在革命进程和斗争策略方面的旧观念。

面对新的情况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继续注意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危机 ,期待下一次革命的

到来 ,另一方面对40年代形成的视暴力革命为唯一策略的思想进行了相应的改变 。这时 ,他们开始强调 ,

在不同的国家 ,由于制度 、传统 、习惯等不同 ,革命的方式也不同。他们把暴力的 、和平的两种方式并列地

提出 ,并明确指出像英美这样的国家有可能实现和平过渡。1871年7月 3日 ,马克思在一次谈话中说:“在

英国 ,工人阶级面前就敞开着表现自己的政治力量的道路。凡是利用和平宣传能更快更可靠地达到这一

目的的地方 ,举行起义就是不明智的。”
[ 8]
(第 683 页)1872年 9月 ,马克思在关于海牙代表大会的演说中进

一步指出:“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 ,以便建立一个新的劳动组织……但是 ,我们从来没有断言 ,为了

达到这一目的 ,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我们知道 ,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 、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

认 ,有些国家 ,像美国 、英国 , ……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 。但是 , ……在大陆上的大多数国

家中 ,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
[ 9]
(第 179页)马克思所以认为像英美这样的国家有和平过渡的可能 ,是

因为它们当时是议会民主制最发达的国家 。而在当时欧洲大陆多数国家中 ,行政的权力仍然高于议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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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 ,比如在当时的法兰西第二帝国 ,议会“仅仅作为点缀” ,而实际上由军事———官僚机构统治 ,所以在这

类国家(法 、德 、奥 、俄等)中 ,无产阶级仍然应当走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道路。

三 、恩格斯晚年:转向和平过渡

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 ,恩格斯独自在世上又生活了 12年。在恩格斯生命的这最后 10余年中 ,欧

洲的经济政治形势和阶级斗争状况又有了新的变化。

首先 ,在经济上 ,70年代开始的以电力技术的发明和运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 ,带来了生

产力的巨大进步 ,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新的繁荣。英国 、法国这些已经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进入一个稳

定发展的时期。在德国 ,通过普法战争实现了自上而下的国家统一 ,利用巨额战争赔款和最新科技成果

及其大力发展垄断组织 ,在经济上迅速崛起。到 80年代 ,已基本上完成工业革命 ,跻身于现代化工业强

国之列。对此 ,恩格斯清醒地看到:资本主义还有极强的生命力 , “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 ,从

1848年起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 ,在法国 、奥地利 、匈牙利 、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刚刚真正确立

了大工业 ,而德国简直就成了一个头等工业国 , ———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 1](第 512 页)。由

于经济的繁荣和进步 ,资本家的剥削手段也发生了变化 ,对工人提出的改善劳动条件和基本权利的要求

作了部分让步 ,允许工会存在甚至默许“发生得适时的罢工”行动 ,以和平协调劳资冲突。很显然 ,这一

时期欧洲不存在发生革命的形势。

在政治上 ,资产阶级民主制日趋完善。英国经过第二次 、第三次议会改革 ,大大扩大了普选权;法国第

二帝国已经垮台 ,建立了第三共和国;奥地利 、比利时 、意大利都在争取普选权的斗争中取得很大胜利。特

别是在德国 ,由于建立了帝国国会 ,给无产阶级提供了可以利用的议会讲坛。1875年两派合并后的德国社

会民主党力量得到加强 ,议会斗争把党锤炼得更加成熟。即使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施时期(1878-1890

年),社会民主党在国会选举中所得的选票也在迅速增长[ 1](第 515 页)。在 1890年大选中 ,社会民主党一举

赢得 35个议席 ,成为国会第一大党。这次选举的胜利 ,不仅导致了俾斯麦政府的下台和“非常法”的废除 ,

也成为恩格斯思考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转折点。他高度评价德国工人“给了世界各国同志一件新的武

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 ,向他们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 1](第 516 页)。恩格斯认为 ,由于

俾斯麦之后的卡普利维政府(1890-1894年)承认社会民主党合法化并答应进行社会改革 ,德国的资产阶级

民主化进程有所加快 ,为无产阶级开展和平的合法斗争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社会民主党要充分利用普

选权 ,“应当尽可能以和平的和合法的方式进行活动 ,避免可以引起冲突的任何借口。”[ 10](第 362 页)

在军事技术方面也发生了不利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变化 。随着科技的进步 ,军队的人数迅速增长 ,武

器装备也得到了无比的改进。城市建设也逐步现代化 ,各大城市新建的街道“都是又长 、又直 、又宽 ,好

像是故意要使新式枪炮能充分发挥其效力似的”[ 1](第 520 页)。由于铁路等现代化交通工具的运用 ,军

队的调动灵便而迅速 。所有这些都为统治者镇压无产阶级的武装起义提供了条件 ,也给无产阶级举行

起义增加了许多困难 。在这种形势下 ,当无产阶级没有掌握军队时 ,任何举行武装起义的行动都是发

疯 、送死 ,让“突击队”在前哨战中被消灭掉。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晚年恩格斯以其深邃的历史洞察力和巨大的理论勇气 ,对当时的经济 、政治 、

军事和阶级斗争状况等方面作了科学的分析和判断后 ,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策略作了重大改变。

从 1884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起 ,恩格斯关于改变党的斗争策略的思想逐步明确

化。1885年 ,他在给倍倍尔 、左尔格 、纽文胡斯等人的信中一再谈到“必须依据情况改变策略” ,反对在

条件不具备的时候采取任何不切合时宜的暴力行动 ,指出“任何暴乱都注定要失败” , “只会招致无益的

牺牲 ,使运动倒退几十年” ,“普选权……在目前是无产阶级运动的最好的杠杆”
[ 11]

(第 381 , 400 , 368 页)。

1890年 2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的空前胜利使年迈的恩格斯无比喜悦。他在 3月 7日写给拉法

格的信中说:“2月 20日是德国革命开始的日子 ,因此 ,我们有责任使革命不致夭折。 ……所以 ,我们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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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应该宣布进行合法斗争 ,而不要去理睬别人对我们的种种挑衅 。”
[ 10]

(第 359 页)9月中旬 ,恩格斯在《给

〈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中 ,公开地详细阐述了党的策略观点 。他指出:党正进入另一种斗争

环境 ,因而它需要另一种武器 ,另一种战略和策略 ,即合法斗争的策略 。不仅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而且

“凡是工人拥有某种法定的活动自由的所有国家里的所有工人政党”都应当这样做 ,因为“用这种办法收

效最大” 。当然 ,这必须以统治者也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为前提 ,否则党将不得不重新走上“不合法的道

路” 。至于到那时是否修筑街垒 ,诉诸武力 ,恩格斯作了否定的回答:“除非它失去理智 , ……因为暴动的

结果毫无疑问会失掉 25年来占领的一切重要阵地。”[ 1](第 403 页)不过 ,恩格斯反对把当前的和平的合

法的策略绝对化 ,他批评李卜克内西:“你那样愤慨地反对任何形式的和任何情况下的暴力 ,我认为是不

能接受的 。”
[ 10]

(第 362-363 页)

1891年 6月 ,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写道:“可以设想 ,在人民代议机关把

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 、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 ,旧社会有可

能和平长入新社会 ,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 ,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
[ 1]
(第 411 页)。可以看

出 ,恩格斯这时虽然把变成了民主共和国的法国 ,与英美一起列入可以实现和平过渡的国家 ,但仍然认

为在“半专制”的德国 ,和平合法的斗争只是积蓄力量的手段 ,还不能马上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以此提醒

德国社会民主党 ,以免德国党“突然在决定性的时刻不知所措” 。

但是 ,在同年 10月写的《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中 ,恩格斯的观点就发生了变化 ,第一次把德国社会

民主党选举的胜利同取得政权联系起来 。他写道:“社会民主党击溃了俾斯麦 ,并在 11年的斗争后粉碎

了反社会党人法 ,这个党如同滚滚洪流 ,正在冲垮所有的堤坝 ,淹没城市和乡村 ,直到最反动的万第 ,这

个党现在已处于这样的地位 ,它几乎能像数学那样准确地规定它取得政权的时间了 。”可以用数学计算

的只能是选票 ,所以恩格斯的这段话只能理解为取得多数选票就可以取得政权 。恩格斯进一步分析道 ,

因为“同这个紧密团结的和人数不断增加的社会民主党人集体相对立的只是一些四分五裂的资产阶级

政党 。 ……这意味着这样一种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 ,一个拥有 250万张选票以上的强大的党能迫使任何

一个政府投降。”更为重要的是 ,“德国军队将愈来愈传染上社会主义 。现在有五分之一的士兵站在我们

这边 ,再过几年将有三分之一 ,而到 1900年 ,这支以前在德国特别充满普鲁士精神的军队将大半成为社

会主义的军队。这种情况正像按照命运的吩咐那样不可阻挡地日益迫近。柏林政府了解这一点并不比

我们差 ,但是它无能为力。军队正从它的手中滑走。”
[ 3]
(第 290-292 页)这样 ,随着选票的增多 ,军队的社

会主义化 ,德国社会民主党有可能在世纪之交时和平取得政权。1893年 6月德国大选前 ,法国《费加罗

报》记者对恩格斯说 ,“我不揣冒昧地指出 ,德国社会党人能够实现自己学说的时候 ,在我看来还非常遥

远。”恩格斯回答道:“我认为 ,我们党担负起掌握国家管理的使命的时候已经不远……可能到本世纪末

您就会看到这一点。”[ 3](第 629页)当德国社会民主党在 6月大选中获得超过 1/4的选票(178.7万张)和

44个议席后 ,恩格斯更加坚信了社会党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就可以取得政权这一判断 。他对英国《每日

纪事报》记者说:“如果我们的党今后也以正常的速度发展 ,我们在 1900 年和 1910 年之间将拥有多数。

到那时 ,您就用不着怀疑 ,我们无论是在思想方面还是在能实现这些思想的人材方面 ,都不会有所欠

缺。”
[ 3]
(第 636 页)显然 ,恩格斯已经在考虑新世纪初德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后的国家建设问题了。

当然 ,无产阶级政党取得了议会的多数 ,是否就能根据宪法顺利地成为执政党 ,还是一个问题 。恩

格斯从来没有忘掉如下可能发生的情况:即“十之八九我们的统治者早在这个时刻到来以前 ,就会用暴

力来对付我们了” 。关键在于:如果无产阶级政党能够赢得军队中大多数士兵对社会主义的信仰 ,就可

以使统治阶级不敢停止宪法 ,发动武装进攻 ,或者即使发动军警来镇压 ,军警也会拒绝向人民开枪 。恩

格斯确实是这样认为的。在 1893年 6月对法国记者的那次谈话中 ,他特别强调:“请不要忘记这一点 ,

这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我们的选民人数反映出我们在军队里的拥护者的人数 。 ……每 6个士兵里就有

一个是我们的。当我们有 350万张选票的时候(这个时候不远了),整个军队就会有一半站到我们这边。

……当我们取得多数时 ,我们的军队将自觉地做法国军队曾经本能地做过的事情 ,拒绝向人民开枪。”[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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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29 页)一年多后 ,恩格斯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 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以下简称

《导言》)中解释道:由于德意志帝国同一切现代国家一样 ,是一种契约的产物 ,所以它不敢轻易启用暴

力 ,原因很简单:“如果有一方破坏契约 ,契约就要作废 ,另一方也不再受约束 。”“如果你们破坏帝国宪

法 ,那末社会民主党也就会放开手脚 ,能随意对待你们了 。” [ 1](参见 525 页)理论上应当如此 ,但谁也不敢

担保统治者在急疯了之后不破坏宪法 ,实行独裁 ,恢复专制 。它那时究竟会怎样做 , “这点它今天未必会

告诉你们” 。不过 ,恩格斯在这篇文章的最后用了一个与本文看似没有任何关系实则寓意深刻的故事[ 1]

(第 525-526 页),来暗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前途———利用普选权 ,开展合法斗争 ,争取广大农业工人 、军队

中的士兵 ,最后迫使统治阶级再也不能采取暴力镇压政策 ,从而实现和平过渡。

四 、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 、进程和策略的新思想

恩格斯在动手写《导言》时曾写信给倍倍尔 ,告诉他写该文的意图在于“说明为什么我们那时(指

1848年欧洲革命时 ———引者)会寄希望于无产阶级取得最近和最终的胜利 ,为什么这一点没有实现 ,以

及后来发生的事件在什么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当时的看法”[ 12](第 389 页)。在《导言》中 ,恩格斯提出了无

产阶级革命是多数人的革命的思想 。他写道:“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 ,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

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 ,已经过去 。凡是要把社会组织完全加以改造的地方 ,群众自己就一定要参加进

去 ,自己就一定要弄明白这为的是什么 ,他们为争取什么而去流血牺牲。”[ 1](第 521 页)而现在的革命是

多数人参加的 、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而进行的伟大斗争;革命的性质决定了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让多数人觉

悟并自觉地投入到斗争中去。多数人的觉悟只能靠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工作才能达到 。恩格斯这里所说

的“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工作” ,就是指争取民主 ,利用合法斗争 ,争取 、团结 、教育和组织群众 ,积聚力量 ,

提高理论素养 ,准备未来的决战。

在革命的进程上 ,恩格斯指出 ,1848 年的“突然袭击”和 1871年的“送上来的胜利”都没有什么成

果 ,原因在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 。而 80年

代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实践表明 ,夺取政权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 ,它“远不能以一次重大的打

击取得胜利 ,而不得不慢慢向前推进 ,在严酷顽强的斗争中夺取一个一个的阵地” [ 1](第 513 页)。不能否

认这是一个不可抑制的阶级斗争的过程 ,然而它不是一个剧变的 、激烈冲突的 、暴力革命的过程 ,而是

“如自然界中发生的某种自然过程一样” ,是一个平稳的和平的渐进的过程 。

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进程的观念是制定革命策略的根据 ,前者改变了 ,后者必然会相应地发

生变化。恩格斯在《导言》中写道:“因为这里斗争的条件也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旧式的起义 ,在

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巷战 ,现在大大过时了。”
[ 1]
(第 517-518 页)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

实践却对工人阶级事业作出了第二个重大贡献 ,即向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

如果说 ,恩格斯在 1884年写《家庭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时 ,还认为普选制除了作为“测量工人阶级成

熟性的标尺”外 ,“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
[ 1]
(第 173-174 页),那么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卓有成

效地利用了普选权以后 ,恩格斯在《导言》中已经肯定普选制除了给了一把能计量工人阶级行动规模的

独一无二的尺子之外 , “它的好处还要多得多” ,它已“由历来是欺骗的手段变为解放的手段” [ 1](第 516-

517 页)。利用普选权进行合法的斗争 ,成为无产阶级斗争的一种新的策略。“由于这样有成效地利用普

选权 ,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发挥作用 ,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人们发现 ,在资

产阶级用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 ,也有东西是工人阶级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 ……

结果弄得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 ,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

害怕起义成就。”
[ 1]
(第 517页)恩格斯意味深长地说:“世界历史的讽刺把一切都颠倒了过来。我们是`革

命者' 、̀颠覆者' ,但是我们用合法手段却比用不合法手段和用颠覆的办法获得的成就要多得多 。那些

自称为秩序党的党派 ,却在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合法状态下走向崩溃 。 ……可是我们在这种合法性下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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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得身强力壮 ,面带红光 ,简直是一副长生不老的样子 。只要我们不糊涂到任凭这些党派把我们骗入巷

战 ,那么它们最后只有一条出路:自己去破坏这个致命的合法性 。”
[ 1]
(第 524 页)

五 、结论和启示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无产阶级革命策略思想的历史演进中可以看出 ,前述“否定说”和“对立说”都是

没有根据的。原因是他们在引用和解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时都存在随意性 、不够准确甚至误读的

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都认为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唯一手段或普遍规律 ,但在 1871年

巴黎公社失败后 ,马克思已经明确地把暴力与和平两种革命方式并列提出 ,并指出像英美这样的国家有

可能实现和平过渡 ,实际上已经修正了暴力革命是普遍规律的思想。在这一点上 ,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观

点是完全一致的;恩格斯晚年的进一步探索 ,就是在此基础上 ,根据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工人运动的新

实践所作出的。而无论是早期只承认暴力革命 ,还是在 70年代修正为可以用暴力的或和平的两种手段

来达到目的 ,还是恩格斯晚年进一步明确地把社会民主党人的合法斗争同取得政权联系起来 ,马克思和

恩格斯都是从不断变化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所造成的不同事实出发得出的 。因此 ,与其说有马克

思和恩格斯的“对立”及所谓“两个恩格斯”的“对立” ,不如说他们的革命策略思想顺应了时代和实践的

呼唤 ,体现了与时俱进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 ,马克

思和恩格斯就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和工人运动的新实践 ,不断作出新的判断和理论解释 ,不断形

成重大的理论创新或突破 。在对无产阶级革命策略思想的创新的过程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鲜明地表现

出了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巨大的理论勇气 ,为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树立了一个典范 。

至于恩格斯晚年是否形成了“和平过渡论” ,答案是肯定的。恩格斯晚年确实认为发达国家的工人

阶级可以不通过暴力革命而以和平的合法议会斗争手段达到夺取政权的目的 ,从而和平过渡到社会主

义 ,形成了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性质 、进程和策略的新思想 。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 ,对战后西方发达

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及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但要指出的是 ,恩格斯的

这一改变 ,决不是像当年第二国际理论家伯恩斯坦和后来一些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家所说的那样 ,恩格斯

晚年已“蜕变”成“修正主义者”或“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写作《导言》的同时 ,恩格斯自己说:“我处处不把

自己称做社会民主主义者 ,而称做共产主义者 。”
[ 3]
(第 489 页)),更不是“放弃了通过革命夺取政权的思

想” 。放弃暴力革命 ,并不意味着放弃了革命 、放弃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一目标。而且 ,恩格斯在放弃

暴力革命是普遍规律的思想的同时 ,也没有矫枉过正 ,把和平过渡上升为普遍规律 。因为在他看来 ,革

命策略手段是服务于革命目的的 ,如果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一目标是不能改变的话 ,那么夺取政权的

方式 ,无论是合法的 、和平的 ,还是暴力的 ,都不具有原则的意义 ,“对每一个国家说来 ,能最快 、最有把握

地实现目标的策略 ,就是最好的策略。” [ 12]
(第 47-48 页)

恩格斯在《导言》中曾坦率地承认:“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 ,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

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 ,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借以进行斗争的条

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 ,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 ,这一点值得在这里比较仔细地加以探讨。”
[ 1]

(第 510 页)与恩格斯在世时相比 ,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更是“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借以进行斗

争的条件” ,特别是当代新技术革命的蓬勃发展 , “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 13]

(第 80页),表明当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仍如当年恩格斯所说的“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
[ 1]
(第 512 页)。发

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通过和平途径过渡到社会主义 ,仍然是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需要继续探索的一个

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仍然值得人们“仔细地加以探讨” 。马克思恩格斯对英美法德等国可能“和平过渡

到社会主义”的预言没有变成现实 ,但西欧社会民主党等左翼政治力量通过走议会民主路线 ,现今已成

为一种强大的政治力量 ,在很多国家成为执政党或参政党 。虽然它们只是希望通过和平途径对资本主

义作局部改良 ,而不是要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制度 ,但它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回应时代发展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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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中提出的一些有价值的观点 ,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对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探索中 ,我们还可以获得有益的启示和方法 。马克

思恩格斯的伟大不在于他们提出的理论和策略可以解决一切时空环境下的问题 ,也不在于他们不犯错

误 ,而在于他们敢于和善于在实践中纠错和创新 ,一旦发现原来的设想在现实中证明不合适 ,走不通 ,能

灵活机动 ,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而果断地调整和改变策略 ,选择另一条道路来达到目的。

无产阶级革命是如此 ,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如此 。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 ,一切有作为的

马克思主义者 ,都是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才取得成功的(江泽民语);一切“躺着的马克

思主义” 、“死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语)都以失败告终;如果是执政党思想僵化 、迷信盛行就会导致亡党

亡国(邓小平语)。它给我们的启示是:“坚持马克思主义 ,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

和科学精神 、创新精神 ,善于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 ,不断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吸取营养 ,不断丰富和发展

理论”[ 13](第 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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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Violent Revolutionary to Peaceful Tran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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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fact o f fast changing economy and polit ics of capi talism , Marx and Engels

constant ly adjusted the revo lut ionary st rategies o f proletariat and at last completed a theoretical

breakthrough from violent revo lutionary to peaceful t ransi tion , in the process they set a classical

e xample of advancing wi th the t imes in theoretic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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