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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列宁在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思想从理论变为现实的过程中，从俄国经济文化落

后的国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思想。回顾和总结列宁的这一思想，对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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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者

列宁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

的进行了理论探索和大胆实践，对我国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宝

贵的经验和思想的启迪。

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指出，

建立苏维埃实行人民当家作主，这是一项历史上

没有过的新事业。他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

务》中进一步阐释了苏维埃民主的本质特征。苏

维埃民主制即目前实施的无产阶级民主制的社会

主义性质在于：第一，选举人是被剥削劳动群众，

破除了资产阶级；第二，废除了选举上一切官僚主

义的手续和限制，群众自己决定选举的程序和日

期，并且有罢免当选人的完全自由；第三，建立了

劳动者先锋队即大工业无产阶级的最优良的群众

组织，这种组织使劳动者先锋队能够领导最广大

的被剥削群众，吸收他们参加独立的政治生活，根

据他们亲身的体验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从而第

一次着手使真正全体人民都学习管理。

列宁认为，“只有比先前多十倍百倍的群众

亲自参加国家建设、新经济生活建设的时候，社会

主义才能建成。”川人民群众不仅是革命的主力

军，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者和管理者。一方

面，只有人民群众能够表现出充分的自觉性、思想

性、坚定性和忘我的精神，社会主义建设才有可靠

的保证。另一方面，只有社会主义的制度保障，只

有苏维埃成为了唯一的国家机构，全体被剥削的

群众才能真正参加国家管理，才能真正发挥首创

精神，而他们以前即使在最开明最自由的资本主

义民主制的条件下，事实上还总有百分之九十九

被排斥在国家管理之外。因此，社会主义社会建

设和管理的最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尽量广泛地发

扬工人以及一切被剥削劳动者在创造性的组织工

作中所表现出来的独创精神，打破“只有富人或

受过富有阶级教育的人才能管理国家，才能管理

社会主义社会的有组织的建设”的偏见。“凡是

识字和有识别人的本领、有实际经验的普通工人

和农民都能够胜任组织家的工作。”“有才能的人

在工人阶级和农民中间是无穷无尽、源源不绝

的。”旧J378列宁甚至还提出“我们的目的是要吸收

全体贫民实际参加管理工作。”【2
J504

二、既坚持党的领导又加强党的建设

列宁在强调坚持党的领导的同时，提出必须

加强党的建设。十月革命后，列宁认识到，随着党

的地位的变化，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过去增大了。

因此，他认为必须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列宁指出：

“没有铁一般的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

本阶级一切正直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

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

收稿日期：2008—12—26

资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05&ZD039)

作者简介：陈春莲(1970一)，女，安徽安庆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万方数据



盐城工学院学报f社会科学版) 第22卷

种斗争是不可能的。”旧1

列宁领导党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以及党

的政治路线上不断地加强了党的建设。他强调党

组织的统一，反对分裂党组织的活动。新经济政

策初期，党内出现了几个各自有其纲领、反对党中

央正确决策的派别集团。据此，列宁在党的十大

有关文件中指出：“目前许多情况正在加剧国内

小资产阶级居民的动摇，在这个时候特别需要保

持党的队伍的统一和团结，保证党员相互之间的

完全信任，保证在工作中真正齐心协力，真正体现

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意志的统一。”H1他指出了派

别活动的危害性，要求消除派别活动。如他在大

会有关文件中提出，代表大会毫无例外地宣布解

散一切按这个或那个纲领组成的派别，如“工人

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等等，并责令立即执行，

凡不执行代表大会的这项决定者，应立即无条件

地开除出党。

三、学习资本主义和利用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是需要建立在社会化的大生产和先

进科学成就的基础之上的，而俄国是一个生产和

技术落后又受到战争巨大破坏的国家，如何在最

短的时间内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并开展社会主义建

设，这是对新生苏维埃政权的最大挑战。列宁在

十月革命前夕研究帝国主义的经济特征时就大胆

地提出了可以通过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过渡到社

会主义的思想。

列宁指出，我们“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而且应

当向资本家学习。⋯⋯为了学习要不惜破费，只

要能学到东西就行”【5 J。同时认为：“同社会主义

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

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

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

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

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

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

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

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

径、方法和方式。”[6]513

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从苏维埃俄国当

时社会经济成份的对比中得出结论，“现实告诉

我们，国家资本主义对我们来说是进了一步，如果

我们在短期内能够在俄国实现国家资本主义，那

就是一个胜利。”从现象上看新经济政策的实施，

是一种“倒退”，列宁认为，“既然退却是正确的，

那么，在退却之后同农民群众汇合起来一道前进。

那时，我们的事业就一定会立于不败之地”∞”10。

允许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和在一定范

围内发展，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把私人资

本主义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通过国家资本

主义的中间环节，引导广大农民和私人资本主义

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列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

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创造性的发展。1922年，列

宁把国家资本主义定义为：“就是我们能够加以

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

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

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无产阶

级，革命先锋队掌握这足够的政治权力，同时又存

在国家资本主义，这种情况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要懂得，这是一种我们可以

而且应当容许其存在、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将之纳

入一定范围的国家资本主义，因为这种资本主义

是广大农民和私人资本所需要的，而私人资本做

买卖应能满足农民的需要。必须让资本主义经济

和资本主义流转能够像通常那样运行，因为这是

人民所需要的，少了它就不能生活。”¨J7
7

四、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必须发扬民主。

反对官僚主义

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必须发扬民主，

他指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胜

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不能保

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并且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
1L’，[7】168
L一0

列宁主张通过改革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广泛地

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使群众感觉到：“苏维埃政

权是他们所获得的比较民主，比较接近劳动群众

的政权”⋯。在其晚年他又建议党的第12次代

表大会从工人和农民中选出相当数量的中央监察

委员并赋予他们中央委员的一切权力，参与党的

最高代表会议，来决定党和国家的重大路线、方

针，目的是通过此举使布尔什维克党能真正地同

广大群众联系起来，代表群众利益。列宁还一再

告诫全党：“要使整个先锋队联系全体无产阶级

群众，联系全体农民群众。如果有人忘记了这些

小轮子，而醉心于行政手段，那就糟了”∞o删。并

指出一些党员干部中所存在的那种企图只靠党员

的双手来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想法，是十分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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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还一再提醒俄共的党员和干部：共产党员

不过是人民群众这个大海中的一粟而已，而决定

历史结局的却是广大人民群众。

1920年底，列宁说：“我们所有的人都陷在官

僚主义的‘官厅’的臭泥滩里”∞J。1921年初他

又尖锐指出苏俄是“带有官僚主义毛病的工人国

家”⋯。并对党和国家机关中滋长的官僚主义倾

向进行了严厉的抨击，他说：“在社会关系、经济

关系、政治关系上，我们是‘极端’革命的。但在

尊敬上司、遵守公文处理形式和礼节上，我们的

‘革命性’往往被最腐败的因循守旧的习气取而

代之了”，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同时存在着一般

理论上的大胆和办公手续的微小改革上的缩手缩

脚，以盖世的勇敢精神进行了极其伟大的具有世

界意义的土地革命，但在极次要的办公手续的改

革上却又缺乏想象力”[9]32。并指示在国家机关

人员的选择过程中，应尽量排除那些有官僚主义

习气的人，以防止国家机器的官僚化倾向。

为反对官僚主义，1919年的党纲中还专门写

上了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条文。苏维埃政权的逐

步巩固，使官僚主义的现象愈发严重，列宁说：

“在苏维埃机关中复活了的官僚主义也不会不在

党的组织中产生有害的影响，因为党的上层领导

就是苏维埃机构的上层领导，这是一回事”【9J707。

列宁一再告诫全党：“共产党人成了官僚主义者，

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

个”【l引。明确表明如果我们不把官僚主义当我们

最大的敌人，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就会毁于一旦。

晚年的列宁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解

决官僚主义的有效的办法：一是发展社会化大生

产，改造小生产，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二是

实行党政分开，精简机关人员，改革国家机构，转

变工作作风；三是普及教育，提高劳动群众的科学

文化水平；四是加强法制建设，用法律与官僚主义

作斗争；五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增强人民群众对

权力的民主监督；六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保持与

发展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列宁指出“对共

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

众”⋯。

五、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坚持依法

治国

十月革命胜利后，有些人以为进入社会主义

社会就无须太多的法令了，列宁尖锐地指出，建设

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仍然需要法律、需要依

法治国。“假如我们拒绝用法令指明道路，那我

们就会是社会主义的叛徒”[6163。他认为用法律

治理国家、管理社会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主要

手段。无产阶级革命在彼得格勒胜利的第一天，

列宁就起草了《告俄国公民书》、《告工人、士兵和

农民书》、《和平法令》、《土地法令》以及《关于成

立工农政府的决定》等重要法令。此后，无论是

在国内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时期，列宁都亲自指

导立法工作，即使在晚年病重中也不忘指示司法

部抓紧完成立法任务。在创建新法过程中，列宁

强调：第一，制定新型法制必须坚持共产党对立法

的领导，全国统一法制，立法应当学习借鉴外国有

益的经验等原则是绝对不可忽视的。第二，人民

的基本权利要纳入宪法，这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

实行民主政治以及实行程度如何的主要标志。苏

维埃宪法“是劳动者的宪法，这是号召大家去战

胜国际资本的劳动者的政治制度”【6J76。第三，在

人民基本权利中，政治权利居于首位，不仅要赋予

人民普遍的、直接的、平等的选举权，而且要赋予

他们集会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权利，这是社会主义

宪法的本质体现。第四，党员和干部应当成为执

法守法的模范，这是依法治国的关键所在。列宁

在晚年病重期间，更是谆谆告诫同志们要严格遵

纪守法，与贪污受贿等违法行为作不懈的斗争。

在他看来，抑制官僚主义，解决权力腐败问题，只

注重教育、批评等手段是不够的，必须使用法律武

器，依法对权力进行监督。

六、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大力加强思想

政治教育

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全体党员和广大工农群众

推进自己的事业，无论是推进夺取政权的斗争，还

是推进建设社会主义，靠的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

激发群众的热情和积极性，使全体党员和工农群

众自觉地献身于求解放的斗争。在苏俄国内战争

时期，无产阶级面临的任务是同国内外敌人作军

事上的政治斗争，以英勇无畏的精神保卫苏维埃

政权。这时列宁主张对红军战士和工农群众进行

革命英雄主义的思想教育。1919年春，高尔察克

白匪军在西北利亚地区叛乱，东线局势趋于紧张。

列宁起草了《关于东线局势的提纲》，提出了一系

列克敌制胜的措施，其中包括大力加强红军中的

宣传鼓动工作。他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工会都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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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军事行动，参与做宣传鼓动工作，东线局势稳

定后不久，南线的局势义紧张起来，党把军事工作

的重心转向了南线。列宁再次提出，要加强红军

中的宣传鼓动工作，他说：“凡是已应征者集结的

地方或驻有卫戌部队尤其是后备营等等的地方，

共产党员⋯⋯都应当行动起来。他们应该毫无例

外地组织起来，帮助动员，并在已应征者和当地驻

军的士兵中进行工作”Ll2。。列宁还要求红军各级

政治部和全体政治工作干部认真地做好对士兵的

思想教育工作。在列宁看来，在红军中进行思想

教育和宣传鼓动工作，目的在于使士兵懂得为谁

打仗，应怎样去战斗，从而提高红军的战斗力。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进一步强调必须加

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1921年lO月，他在《新经

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一文中说：采

取新经济政策是一场“政治变革”，“必须使群众

都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不仅是认识，还要使他们把

这种认识付诸实践。我认为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

任务就是由此产生的”【llJl舛。意思是说，必须通

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使群众理解新经济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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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Thought of Constructing a Socialist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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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course ofmaking Marx and Engels’socialist thought into practical，Lenin put forward the new thou曲t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creatively from the lag of economy adn culture national conditions in Russia．Reviewing and concluding Lenin’s this

thought has all important realistic significance to constructing a harmonious socialist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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