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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

— 列宁关于在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

李 植 拼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俄国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中国和欧亚一系列国家先后走上社会主

义道路
,

开创了世界历史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纪元
,

也开创了由落后国家的无产

阶级带头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新阶段
。

这些落后国家的国情虽然不

同
,

但都经历了一条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道路
,

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与 20 世纪上半叶的世情相结合的产物
。

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
,

是列宁关于

在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在纪念列宁诞辰 1 20 周年之际
,

重

温列宁的这一光辉思想
,

仍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

恩格斯指出
; “

历史上依次更替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

进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
。

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
,

因此
,

对它所 由发生的时代和条件说来
,

都有它存在的理 由 , 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
、

更高的条件来说
,

它就变成过

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犷 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
,

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同样是要走向

衰落和灭亡的
”

①
。

这里从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指出了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必 然 性

和社会制度更替的必然性
,

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 的普遍规律
。

封建制度取代奴隶制度是历史的进步
,

但封建压迫必然激起农民的反抗和农民起义
,

特

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条件产生后
,

封建制度就成为过时的东西
,

没有存在的理由了
,

也为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提供了前提
,

资产阶级革命便成为历史的必然
。

资本主义制

度代替封建制度
,

更是历史的进步
,

但资本主义剥削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 盾 不 可 调

和
,

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弊病日趋严重
,

无产阶级形成为独立政治力量后
,

资本主义制度逐渐

成为过时
,

失去存在的理由
,

为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前提
,

无产阶级革命
-

就是合理的
、

必然的
。

总之
,

资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都是历史的进步
,

都是各自时代

的产物
。

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同性质的两种革命
。

这两种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不同发
、

展阶段的产物
,

是在两个不同的时代进行的
。

两者在历史上的次序是
,

先进行资产阶级革命
,

用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
,

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相伴随
,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不断



发展
、

尖锐
,

无产阶级开展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

直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

用社会主义制度

代替资本主义制度
。

可见
,

在两种革命之间存在一个相当长的距离
。

从 16 世纪开始
,

经过 17
、

18 世纪
,

直到19 世纪中叶以前
,

在欧
、

美各国先后提上 日程的

是资产阶级革命
,

包括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
。

革命动力有资产阶级
、

农

民和无产阶级
,

由于当时无产阶级还没有完全形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
,

在革命中只能充当资

产阶级的助手
,

农民只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后备军
,

革命的领导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
。

因此
,

革命的结果是资产阶级取得政权
,

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
。

19 世纪中叶
,

发生了在资产阶级领导下
,

工人和农民带着自己的经济政治要求参加的资

产阶级革命
,

这种打上了人民群众要求烙印的革命被称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

1 8 4 8年欧洲许

多国家爆发的革命
,

就是近代欧洲历史上规模最大
、

范围最广的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

在这

次民主革命浪潮中
,

出现了一种新的历史现象
,

即在某些国家
,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

革命的距离缩短
。

以德 国为例
,

在 18 4 8年革命中
,

原应领导这场革命的德 国资产阶级
,

从一

开始就不是一个革命的阶级
,

更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
。

因为它出生得晚
,

当它登上历史舞

台并要去进行反封建斗争的时候
,

德国无产阶级也开始登上政治斗争舞台
。

站在德 国资产阶

级前面的
,

不仅有德国的小邦诸侯
,

还有称霸欧洲的沙皇俄国
, 站在它后面的

,

不仅有德国

的无产 阶级
,

还有整个欧洲的无产阶级
。
它既害怕沙俄

,

又害怕站在身后的那个
“

强壮而 心

怀恶意的小伙子
” 。

它的革命性消失了
,

宁愿同德国那些戴王冠的人物妥协
,

充其量只敢提出

建立一个统一的立宪君主国的要求
。

因此
,

德国革命的重任
,

就不能不落在年轻的无产阶级

肩上
。

正是根据上述变化
,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可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

接序幕
,

首次提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设想
。

他们在《共产党宣言》 中

提出
: “

共产党人把 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
,

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
,

因

为同17 世纪的英国和 18 世纪的法国相比
,

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
,

拥有发展

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
,

因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 的直 接 序

幕
”

②
.

虽然历史在 19 世纪中叶提出了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任务
,

但是不等于资

本主义制度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都已发挥出来
,

也不等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观条件已经具

备
,

提出任务不等于已具有解决任务的条件
。

正如马克思在《 “

政治经济学批判
”

序言》中关于

历史唯物主义的那段经典论述中所说
: “

无论那一个社会形态
,

在它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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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

胎胞里成熟以前
,

是决不会出现的
”

③
.

实践证明
,

当时解决任务的物质条件还处在开始形成过程中
,

并未完全形成
,

更未达到

成熟
,

资本主义在 19 世纪尚有很大的扩展能力
。

这一点
,

恩格斯在晚年作了明确的说明
,

他

说
: “

历史表明
,

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
,

都是不对的
。

历史清楚地表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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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的程度
;
历史用经济革

命证明了这一点
,

这个经济革命自1名` 8年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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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真正确立 了大工业
,

并且把德国变成了一个真正第一流的工业国
。

— 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
,

因此这个基础在 1 8 4 8年还具有很大 的 扩 展 能

力
” ④

。

这里仍以德国为例
。

德国在 30 一 40 年代
,

出现了经济高涨
,

开始了工业革命
,

到 1 8 4 8年



革命时
,

工业已有相当的进展
,

但处于初期阶段
。

德国还没有自己的机器制造业
,

工厂生产

占的比重不大
,

工场手工业和小手工业还 占主要地位
,

比起英
、

法来远为落后
。

18 4 8年革命

动摇了德国封建统治的基础
,

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

19 世纪 50 一 60 年代
,

德国资本主义经

济迅速发展
,

工业革命深入进行
,

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很大发展
,

在 1 8 5。一 1 8 7 0年间
,

煤产

量从 6 70 万吨增加到3 4 0 0万吨
,

生铁产量从 21 万吨增加到 1 39 万吨
,

蒸汽机的动力从 26 万匹马

力增加到 2 48 万匹马力
,

铁路线从 5 8 2 2公里增加到 2 1 4 7 1公里
,

资本主义关系在农业中也逐步

取得了胜利
。

到 1 8 7 0年
,

德国基本上已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初具规模的现代工业国
,

德国在世界工业总产量中所占比重已达到 1 3
.

2肠
,

进入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
。

由于还未

实现国家的统一
,

几十个小邦国林立
,

各个地区的经济 发展不平衡
,

存在许多落后地区
。

1 8 7 1年实现德意志统一后
,

资本主义工厂工业才在德国全境普遍发展并取得统治地位
。

这表
明德国在 1 8 4 8年前后经济尚不发达

。

由此可见
,

马克思恩格斯在 1 8 4 8年提出的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设

想之所 以没有实现 是他们对当时无产阶级实现解放
、

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客观条件
,

尤其是

客观经济条件估计过高了
。

但是
,

他们关于要把资产 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并争取 向更高阶段过

渡的政治纲领是完全正确的
。

欧洲 1 8 4 8年革命失败后
,

马克思恩格斯总结欧洲革命主要是法国和德国革命的经验教训
,

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新原理
。

他们在具体分析法国德国的各阶级在革命中的态度后得出结论
:

只有无产阶级是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
,

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民主革命运动和争取社会主义

的斗争
。

他们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 的革命同盟军问题
,

认为无产阶级如果 没有得到农民的
“

合唱
” ,

那末
, “

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
”

⑤
。

马克思在致恩格斯

的信中明确地提出
: “

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

阶级革命
”

⑥
。

他们在批判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民主革命中的改良主义要求时
,

明确地提

出了无产阶级不断革命的思想
, “

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
,

直到把
.

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
,

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
,

直到无产者的联合

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竟

争停止
,

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
”

勿
。

这个不断

革命的思想包含了不仅要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
,

而且还要把革命推向前进
,

向社会

主义革命转变
。

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将经历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道路?遵循什么样的顺序?

马克思恩格斯在 19 世纪中叶认为
,
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先后顺序的标准是生产力水平

,

是经济发展水平
。

恩格斯说
: “

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
,

要看这个国家是否工业较发

达
,

财富积累较多
,

以及生产力较高而定
”
⑧

。

按照这个标准
, “

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

慢最困难
,

在英国最快最容易
”

⑨
。

从 19 世纪 40 一 90 年代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内
,

马克思恩格

斯始终认为
,

世界社会主义将首先在西欧英
、

法
、

德三国取得胜利
,

可能 由其中某一国起带

头作用
。

这个设想
,

符合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的世界经济政治状况
。

当时
,

这些国家的资

本主义最发达
,

资本主义矛盾暴露最充分
,

工人运动的斗争水平最高
,

因此
,

社会主义革命
最可能在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首先爆发

。



1 9世纪末 0 2世纪初
,

人类社会进入帝国主义时代
,

世界经济政治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

一

世界已形成由极少数
“

先进
”

国家对世界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制的世界体系
。

各

国都是这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

都为帝国主义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密

网所缠绕
。

这个体系使世界各部分紧密联系不可分割
,

牵一发而动全身
。

至此
,

人类历史最

终形成为世界历史
,

无论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
.

都已被纳入这个世界历史体系之中
。

1 9 1 4年

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进一步加强了各国的相互联系
,

把世界从政治上联成一体
,

资本主义

世界的各种矛盾发展到了极端
,

使人类异常迅速地接近了社会主义
。

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
,

无产阶级革命将怎样进行? 是否仍然按照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

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爆发和胜利 ? 显然
,

要找到正确答案
,

仅仅从各个国家孤立地进行

考察是不行的
,

必须从世界的整体状况来考察
。

列宁指出
: “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
,

在各

资本主义国家彼此联系得很紧密的时候
,

谈到帝国主义而只讲一国的情况是很荒谬的
。

现在
,

在战争期间
,

这种联系大大地增强了
。

全人类淹没在血泊中
,

要想单独脱身是不可能的
。

尽

管各国发达程度不同
,

但这次战争通过这些联系把它们都联在一起了
,

因此任何一个国家要

单独从这里找到出路是不可能的
,

是荒谬的
”

L
。

从总体上看
,

世界已经成熟到可以由社会主

义取代资本主义
,

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场伟大变革
,

已经现实地摆在人们

面前
。

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造成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成熟的条件很不平衡
,

多数国家

还未形成革命的主观力量
,

因此
,

从单个国家看
,

不是所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都已提上 日

程
,

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爆发
,

只可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薄弱

环节首先突破
。

这个薄弱环节并不决定于经济发展水平
,

因为经济发达的国家
,

革命条件不

一定成熟
。

革命能否率先爆发和胜利
,

取决于各种因素
,

特别取决于各国国内政治斗争的发

展和国际条件
。

要确定某个国家革命的客观前提是否成熟
,

不能仅仅看这个国家的国内状况
。

还要看它在资本主义世界所处的地位
,

即是不是帝国主义体系中各种矛盾的焦点
,

帝国主义

和反动派在这里的统治是不是已经摇摇欲坠
。

这就是说
,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发展水平与工人运动水平相一致的论断已不适合帝国

主义时代的新情况了
,

他们设想的社会主义首先在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胜利成为不可

能
,

而社会主义可能在少数甚至个别资本主义国家首先获得胜利
。

这就是列宁的一国胜利论
,

新的社会主义革命论
,

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
,

也是列宁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
。

这样
,

20 世纪的世界历史比起过去来
,

发生了重大变化
,

走在社会主义革命前列的
,

不

一定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

而可能是落后的国家
,

从而改变了过去几个世纪历史发展的常规
,

成为历史的一次重大突破
。

这一突破
,

使世界历史进入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纪

元
,

开始了人类历史上一场最伟大的变革
。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俄国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
,

中国和欧
、

亚一系列落后国家
,

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

这些落后国家能够在社会主义革命

中走在前面
,

是因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 “

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间并没有隔

着一道万里长城
”

L
,

两者的距离大大缩短和接近
,

不必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还要经过整整

一个时代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

而是可 以在民主革命后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什么会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 ? 20 世纪初的世界状况是考察问题的出

发点
。

从世界的经济状况看
,

资本主义制度占了绝对统治地位
,

并且已是帝国主义的垄断统治
,

己 经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

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客观条件
。

但在很多国家

存在不同程度的封建残余
,

更多国家和地区还是殖民地半殖民地
,

在很多国家和地区
,

首要的



任务是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包括民族民主革命 )
。

从世界各国的具体情况看
,

呈现着异常复杂的局面
,

具体说来
,

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

,

第一类是西欧北欧和北美地区
。

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大多在这些地区
,

它们早在 19 世纪中

叶以前就已进行资产阶级革命
,

以后又开展了第一次工业革命
,

资本主义迅速发展
,

无产阶级

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早已成为主要矛盾
,

资产阶级的统治比较稳固
,

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是进

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

第二类是东欧中欧和南欧地区
。

多数国家资本主义已有相当发展或达到中等发展水平
,

它们大多未经过胜利的资产阶级革命
,

而是通过从上而下的改革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

不同程

度地保存着封建残余 ; 阶级关系不 同于西欧资产阶级革命时期
,

无产阶级己形成为独立的政

治力量
.

而资产阶级却丧失了革命精神
,

不能充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者
, 它们多数是

多民族国家
,

经济上大多 (德国等少数国家除外 ) 依附于外国资本 (不同于殖民地 )
,

社会矛盾

和民族矛盾都很尖锐
。

由于多数国家与苏俄相邻
,

又有从苏俄回国的战俘
,

使十月革命对这

些国家产生较大影响
。

因此
,

不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急待完成
,

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也在成

熟
,

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都在进行
。

第三类是广大亚非拉地区
。

除 日本少数国家外
,

都处在殖民统治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

下
。

这些国家的首要任务是进行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 (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革命 )
,

实现民

族解放
。

同时
,

资本主义在一些国家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

无产阶级已经或正在形成
。
十月

革命后
,

马克思主义越出欧美范围
,

传播到全世界
,

与亚非拉刚刚形成 (或正在形成的 ) 的工

人运动相结合
,

从而打开了亚非拉历史发展的新局面
。

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把争取民族解放

和社会解放结合起来
,

走上 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

大多数国家

在民族资产阶级或封建王公贵族或部落酋长领导下为实现民族独立
、

建立民族国家而斗争
。

这些国家在民族民主革命胜利后也存在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可能性
。

上述世界状况
.

表明帝国主义时代的客观条件 (社会经济
、

阶级状况 ) 使多数未完成或未

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落后国家的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距离缩短
,

而且两者可 以联结起

来
。

这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过去西欧北美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
,

在阶级关系
、

阶级矛盾

上有着根本不同的特点
。

由于民主革命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

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

和积极参加
,

加上多数民主革命是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爆发的
,

帝国主义战争激起广大

人民的反战和平运动
,

法西斯的侵略激起各国人民 (包括部分资产阶级 ) 的反法西斯的解放运

动
,

因而
,

这些民主革命都具有全民性
。

资产阶级已不能领导这场革命
,

无产阶级不仅已形

成独立的政治力量
,

而且经过长期的锻炼
,

有的国家已有了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 它有能

力团结广大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
,

使农民由资产阶级的后备军变成无产阶级的同盟军
。

这种

阶级配备
,

就有可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
,

实行土地改革
,

实现人民民主权利
,

完成民主革命任务
。

例如
,

俄国 19 05 年革命是一场规模空前的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
。

无产阶级成为这场革命的领导力量
。

自由资产阶级在沙皇专制和民主力量之间动

摇
.

它一方面拿革命来恐吓沙皇
,

要求实现一些改 良
,

使 自己从中分享一些权力
; 另一方面

,

它更害怕革命
,

极力与沙皇妥协
,

共同扼杀革命
。

俄国资产阶级根本不能领导这场革命
,

已失

去了西欧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那种积极作用
,

领导革命的任务已经历史地落到俄

国无产阶级的肩上
。

第一次世界大战把一些民族和国家卷进战争
,

使各国社会生活
、

经济生活转入战争轨道
,



从而促使各个民族
、

国家
、

阶级
、

阶层和人民都登上历史舞台
,

为自己的生存和利益而斗争
,

导致各种矛盾的发展和激化
,

加速了各种革命的到来
。

大战对革命的加速和催化作用
,

大大

缩短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距离
。

同时
,

大战造成帝国主义体系中的薄弱环节
,

削弱

了帝国主义力量
,

使帝国主义无力镇压革命
,

为革命转变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

可见
,

由于时代的变化
,

由于阶级关系的变化
,

由于世界大战的加速和催化作用
,

开创

了落后国家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前途的新局面
。

无产阶级可 以首先参加并领导资产阶级民

主革命
,

胜利后立即把它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距离大为

缩短和接近
,

前者有可能在较短时期转变为后者
。

世界社会主义事业不是由西欧北美发达资

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开辟
,

而是 由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来带头探索
。

列宁从理论上和实践

上对此作了回答
。

列宁在俄国 1 9 0 5年革命期间撰写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一书
,

发挥了

马克思恩格斯在 19 世纪中叶提出的不断革命的思想
,

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 上革

命中
,

必须争取革命的领导权
,

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
,

以便在民主革命胜利后
,

使革命有 叮

能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
。

列宁明确地提出了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
。

他

在《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一文中说
: “

我们将立刻 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

渡
,

并且恰恰是按照我们的力量
,

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
,

开始向社会主义革

命过渡
。

我们主张不断革命
。

我们决不半途而废
”
L

。

列宁把无产 阶级领导下的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看成是一个伟大革命包括的两个发展

阶段
。

他在 19 17 年俄国二月革命后提出的《四月提纲》中指出
: “

目前俄国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

一阶段过渡到革命的第二阶段
,

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性和组织性不够
,

政权落到了

资产阶级手中
,

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阶层手中
” L

。

毛主席 也 说

过
: “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
,

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

内的全部革命运动
; 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

,

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

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
”
必

。

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下
,

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构成一个革

命的两个阶段
,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论断
,

它指出了两个不同性质的革命的紧密联系和内在

关系
。

列宁在《十月革命四
.

周年》一文中对此作了总结
: “

前一革命可以转变为后一革命
,

后 -

革命可以顺便解决前一革命的问题
。

后一革命可以巩固前一革命的事业
” L

。

毛主席在总结巾

国革命中也指出
: “

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
,

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

的必然趋势
” L

。

根据列宁的理论
,

只有无产阶级掌握民主革命的领导权
,

才可能实现革命的

转变
。 -

列宁对实现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条件作了深刻的论述
。

主要有以下几条
,

第一
,

无产阶级掌握民主革命领导权是革命能否转变的首要条件和关键
。

资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态度是
:

坚决掌握革命领导权
,

使革命沿着 自己的利益进行
。

由

于它害怕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
,

因而它总想依靠旧制度的某些残余
,

例如君主制度
、

常备军

等等来反对无产阶级
,

它要革命留下旧制度的某些残余
。

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就是如此
,

法国

革命也不例外
。

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更是突出
。

1 9 1 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
,

人民要求和平
、

土地和面包
,

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对这些置若周闯
。 一

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决定了它害怕势必



使无产阶级加强起来的民主进步乙 总之
,

资产阶级掌握了民主革命的领导权
,

’

民主革命就不

会彻底
,

建立资产阶级统治后
,

就将终结革命
。 ’

“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失去的只是 ` 副锁链
,
{即封建制度的束缚

,

而借助于民主制度取

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

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和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
、 它不仅不要避开资产阶级

革命
,

而且要积极参加这个革命
,

领导这个革命 (掌握革命领导权 )
,

把它进行到底
。

资产阶

级革命愈彻底
,

就愈能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扫清战
.

场
,

这个革命就愈少局限在仅

仅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范围 内
,

就愈能保证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民主革命中获得利益
_

,

使无产阶

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愈有保证
。

如在俄国
, “

平分土地
”

或
“

土地与 自由
”

的 口号
,

是 在 农

民中广泛流行的口号
, 是资产阶级的口号

,

但在沙皇统治下
,

它是进步的口 号
。

当时除了资

产阶级 自由和资产阶级进步的道路
,

便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道路可以使无产阶级和农民得到

真正的自由
. ,

当时在俄国
,

除了充分的政治 自由
,

除了民主共和制
,

便没有也不会有其他可

以加速社会主义到来的手段
。

在民主革命中
,

无产阶级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

获得人民的

拥护
,

这就可以为社会主义革命组织力量
。

二月革命后
,

俄国 由一个专制统治的国家变成世

界各交战国中最 自由的国家
,

工人士兵掌握了武器
,

没有暴力镇压人民
。

在这种形势下
,

布

尔什维克才能通过报纸
、

文章
、

传单
、

决议和小册子广泛宣传
,

并深入到工人
、

士兵和农民

中
,

耐心解释布尔什维克的方针政策
,

揭露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的妥协主义
,

争取苏维埃中

的多数
。

由于布尔什维克的成功的宣传鼓动工作
,

在短短的几个月
,

很多城市的工人改选了

苏维埃
,

驱逐 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
,

选进了布尔什维克的拥护者
。

总之
.

无产阶级掌握民主革命领导权
,

就有可能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将革命转变为社

会主义革命
,

历史事实充分说明这点
。

俄国无产阶级在二月革命后成功地转变为十月社会主

义革命
,

匈牙利在 1 9 1 8年民主革命后也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成功地实行了革命的转变
。

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
,

东欧各国
、

中国
、

朝鲜和越南等国经历的革命转变都是这样
。

第二
,

无产阶级掌握民主革命领导权取决于无产阶级的组织程度和觉悟程度
,

取决于有

投有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
。

俄国二月革命
,

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取得胜利的
,

但是 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性和组织性

不够
,

在妥协党的帮助下
,

政权落到资产阶级手中
,

这表明无产阶级领导权由于妥协党破坏

而不牢固
,

但是在列宁制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和布尔什维克成功地发动群众下
,

提高了无

产阶级的组织性和觉悟程度
,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丧失 了在群众中的影响
, ;

从而巩固了无

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
。

在德国十一月革命中
,

无产阶级没有牢固掌握领导权
,

相当多的工

人还处在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下
,

而斯巴达克联盟只是左派革命团体
,

并不能代替马克思列宁

主义政党
,

它也没有同劳动农民结成联盟
。

社会民主党右派的叛变
,
使革命的根本问题即政

权问题的解决仍然有利于资产阶级
,

革命被纳入资产阶级轨道
。

德国共产党虽在 19 1 8年底成

立
,

由于建党前长期未做发动群众的工作
,

多数工人术在自己这边
,

军队未争取过来
,

农民

更没有发动
,

而社会民主党实行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政策
,

造成工人阶级分裂
,

使无产阶级革

命派未能牢固掌握革命领导权
,

最后
,

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未进行到底
。

30 年代法国人民阵

线和西班牙共和国的失败都与无产阶级没有牢固掌握领导权有关系
。

第三
,

实现革命转变取决于斗争
,

取决于阶级力量对比
。

无产阶级掌握民主革命领导权为实现革命转变提供 了可能性
,

能否把这个可能性变为现

实
,

即实现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
,

取决于斗争
。 “

斗争
,

只有斗争
,

才能决定后

一革命能够超过前一革命到什么程度
”
0

。

归根结底
,

取决于阶级力量的对比
,

即能否在斗争



中组成强大的革命力量
。

俄国 190 5年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这个力量
,

一方面
,

无产阶级

和农民没有结成巩固联盟
,

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路线分裂了无产阶级队伍
,

另一方面
,

国内

外资产阶级对沙皇政府的支持
,

在力量对比上敌强我弱
,

使沙皇得以镇压革命
。

1 9 1 7年二月

革命后
,

列宁在《四月提纲》中提出争取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
、

从革命第

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即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纲领和 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具体计划
,

接着

召开了布尔什维克的四月代表会议
,

并展开了争取
、

教育和组织群众的巨大工作
。

布尔什维

克巧妙地把社会主义革命同广大群众对和平
、

土地和民族自由等迫切的民主要求结合起来
,

提出最易了解
、

最易接受
、

最能把群众引导到同资产阶级作革命斗争的口号
。

正因为布尔什

维克党善于同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找到共同的语言
,

从而扩大了工人阶级同盟军
,

赢得

了人民群众的信任
,

大大增强了它的威望
。

在党的领导下
,

工人
、

农民
、

士兵
、

城市小资产

阶级和被压迫民族
,

结成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
,

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
,

反对战争和反对

帝国主义的一般民主运动
,

农民争取土地与和平的革命民主斗争
,

以及俄国各族人民的民族

解放运动
,

汇合成为一股统一的革命洪流
,

组成一支强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力量
,

从而实现了

革命的转变
。

德国十一月革命后
,

无产阶级的分裂使它没能掌握革命领导权
,

德国共产党成

立后
,

虽然为实现革命的转变进行了英勇斗争
,

但没有组成社会主义革命力量
,

而德国资产

阶级力量又很强大
,

在力量对比上革命方面处于劣势
,

所以不能实现革命的转变
。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民主革命取得胜利
,

建立了人民政权
,

保证了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

毛主席总结中国革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发生的变化时说过
: “

由于无产阶级的领导
.

根本地改

变了革命的面貌
,

引出了阶级关系的新调度
,

农民革命的大发动
,

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

的革命彻底性
,

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
,

等等
。

所有这些
,

都是在资产阶

级领导革命时期不可能出现的
” L

。

最后
,

有利的国际环境是能否实现革命转变的重要外部条件
。

在世界已成为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的形势下
,

任何国家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

的转变
,

都离不开有利的国际环境
。

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十月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外

部条件
。

苏俄粉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
、

巩 固十月革命的成果
,

是与东西方的革命高潮和世界

人民的支持和援助分不开的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各国走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道路
,

离

不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

特别是苏联的援助
。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也是与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后世界的大好形势和强大苏联的存在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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