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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对实现联共( 布) 理论创新的

科学诠释及经验教训

王浩斌

( 河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摘 要］斯大林依托其实现联共( 布) 理论创新的个人素质、理论资源、实践基础等条件，从联共

( 布) 思想理论建设的具体实际出发，总体上实现了对联共( 布) 理论创新的科学诠释，认为从实际

出发是实现联共( 布) 理论创新的基本前提，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是实现联共( 布) 理论创新的根本

原则，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推进联共( 布) 理论创新的关键环节，党内争论是实现联共

( 布) 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在推进联共( 布) 理论创新的过程中，斯大林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前进方

向、实现党建的规范化与模式化、以思想政治工作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以及把理论创新与具体实

践相结合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及集权政治和文化专制的思

想与行为，也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留下了惨痛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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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是列宁开创的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继承

人，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不仅实现了马克思

列宁主义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有机结合，极

大地推动了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健康发

展; 更为重要的是，他十分注重联共( 布) 的思想理

论建设，从总体上对联共( 布) 理论创新进行了科学

诠释，形成了内涵丰富的斯大林思想。当然，斯大林

在积极推进联共( 布) 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也留下了

极为惨痛的历史教训，他的个人崇拜和他对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教条化理解以及高度集权的政治领导

等，导致对党的理论创新路径的封闭和阻碍，在很大

程度上制约了党的理论创新的健康发展，并最终导

致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僵化和崩溃。已有的斯

大林研究多是从党的纲领理论、执政党建设、文化建

设、经济发展模式等角度对斯大林及其思想进行研

究，本文拟从党的理论创新的视角切入，探讨斯大林

对此的科学诠释及其给予我们的经验教训。

一、斯大林实现联共( 布) 理论创新
的历史条件

斯大林对联共( 布) 理论创新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种创新是在一系列主客观条件下实现的。
1． 斯大林实现联共( 布) 理论创新的个人素质

斯大林能够推进并实现联共( 布) 理论创新，与

斯大林优越的个人素质是分不开的。首先，斯大林

勤奋好学，这为他实现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基本条

件，因为党的理论创新的有效实现离不开对马克思

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理解和认知。其次，斯大林在

列宁身边“受到了第二次战斗的革命洗礼”，“成了

革命事业中的一个帮工”，这无疑为斯大林实现党

的理论创新提供了领导经验，让斯大林“懂得了做

伟大的 工 人 阶 级 政 党 的 一 个 领 导 者 是 怎 么 一 回

事”［1］。最后，斯大林先后担任过《火炬报》《时报》
《汽笛报》《真理报》《工人之路》等联共( 布) 重要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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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的主编，并撰写了大量的理论文章，奠定了深厚的

理论功底，具备了能够有效地将党的实践经验提升

为理论进而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能力。
2． 斯大林实现联共( 布) 理论创新的理论资源

斯大林对联共( 布) 的理论创新的探索是在马

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实现的。首先，在斯大林看

来，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组织起

来并实施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对列宁党建理论的继

承和发展。斯大林指出: “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

‘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内容’……无疑是正确的。
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列宁主

义的基本问题，列宁主义的出发点，列宁主义的根

基，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2］( P398 － 399) 其次，斯大

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论联共

( 布) 党内的右倾》《论列宁主义基础》《在党的第十

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 布) 中央工作的总结报

告》等文章中，多次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

言》为指导，强调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建党理念推

进党的建设，这充分地体现了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

政党学说的继承和发展。最后，斯大林的政治思想

工作研究也体现出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建理论的

继承和发展。斯大林强调:“我们在政治思想工作方

面的任务是: ( 1) 把党的理论水平提到应有的高度;

( 2) 在党的一切环节中加强思想工作; ( 3) 在党的队

伍中不倦地宣传列宁主义; ( 4) 以列宁的国际主义精

神教育党组织及其周围的非党积极分子; ( 5) 不要掩

饰而要大胆地批评某些同志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倾向; ( 6) 不断地揭露敌视列宁主义的派别的思想体

系及其残余。”［3］( P341 － 342) 由这些论述可以看出，马克

思列宁主义尤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学说，在很

大程度上奠定了斯大林实现党的理论创新的理论

基础。
3． 斯大林实现联共( 布) 理论创新的实践基础

斯大林执政时期或者说斯大林推进并实现联共

( 布) 理论创新的历史时期，正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和国巩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布尔什维克党提高党

的执政能力和积极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

时期。一方面，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党的组织、
纲领、制度等已初具规模，党的建设尤其是党的理论

创新工作有了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和扎实的

理论基础与制度基础; 另一方面，自实行“新经济政

策”以后，党的建设同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紧紧结合在一起，党的理论创新既是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经验的总结与提升。1927 年 12 月在

莫斯科举行的联共( 布) 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一致赞

同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批准了党在

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面的总方针，并责成

中央委员会同一切破坏党的统一的企图进行坚决的

斗争”［3］( P438)。斯大林在《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

主主义倾向》中强调:“党从工业化是社会主义建设

的基本道路而我国的国内市场又是社会主义工业的

基本市场出发，认为应当在不断改善基本农民群众

( 更不用说工人) 的物质生活的基础上实行工业化，

认为工业和农业间、无产阶级和农民间的结合以及

无产阶级在这个结合中的领导，是像列宁所说的苏

维埃政权的始终和……建设胜利的全部。”［3］( P529) 可

见，列宁时期党的建设实践、斯大林时期党领导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以及执政实践等，都是斯大

林实现党的理论创新的实践基础。
此外，斯大林实现联共( 布) 理论创新还有着其

他众多有利条件的支撑，譬如社会条件、制度条件以

及时代条件等，可以说，斯大林对联共( 布) 理论创

新的有效实现是各种历史条件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相互转化的结果。

二、斯大林对实现联共( 布) 理论创
新的科学诠释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是无产阶级专

政的工具，“无产阶级所以需要党，不仅是为了争得专

政，而且更是为了保持专政，为了巩固专政并扩大专

政，以求取得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2］( P268)。斯大林

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过程中十分

重视党的建设，尤其注重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可以说，

他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论列宁主义基础》
《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 献给联共( 布) 列宁格勒组

织》《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论联共

( 布) 党内的右倾危险》《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
等著作中，科学地阐释了党的理论创新的必要性、重
点、方法及途径，总体上实现了对党的理论创新的科

学诠释，形成了内涵丰富的斯大林思想，将联共( 布)

的思想理论建设推向了新的发展高度。
1． 从实际出发是实现联共( 布) 理论创新的基

本前提

任何创新都是有条件的，都是在现有条件基础

上的创新。基于此，斯大林强调无论是对社会主义

思想的灌输，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都必须从实

际出发。在斯大林看来，党的基础是广大人民群众，

人民群众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党的理论创新的重要

载体和最大实际。在这个意义上，从实际出发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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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将党的理论创新同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结

合起来。“社会主义者在劳动人民中间没有基础，

因而他们的活动是脱离实际的，没有根基的。工人

则没有领导者，没有组织者，因而他们的运动流为混

乱的骚动。这就是社会主义者争取社会主义的英勇

斗争没有结果和他们非凡的勇敢精神在专制制度的

坚壁上碰得粉碎的主要原因。”［2］( P2 － 3) 由于社会主

义者同劳动人民结合起来需要经历一个过程，所以

作为党的思想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主义思想在

工人阶级中的形成和发展也必将经历一个发展过

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社会主义思想在俄国发展

的途径差不多也和在西欧一样。在俄国，社会主义

者也是盲目徘徊很久之后，才达到了社会民主主义

的意识，即科学的社会主义。”［3］( P1) 由此可知，党的

理论创新是基于实际需要并从实际出发而推进的思

想理论建设工作，绝对不是在实验室中玩文字游戏

就能够炮制出来的。对此，斯大林进行了深刻批判:

“无产阶级文化派宣扬摒弃文化遗产，鼓吹走脱离

实际的‘实验室的道路’来创造‘纯粹无产阶级的’
文化。他们以‘无产阶级文化’作幌子，贩卖哲学上

的马赫主义，艺术上的颓废主义和未来主义。列宁

在《论无产阶级文化》等著作中批判了他们的错误

理论。”［3］( P522) 可以看出，斯大林对党的理论创新的

关注和重视，其根本立足点就是从实际出发———从

实际出发是斯大林实现党的理论创新的基本前提。
2． 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是实现联共( 布) 理论

创新的根本原则

党的理论创新不是盲目的创新，不是背离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创新，而是为了更好地坚持马克

思主义，更确切地讲，是在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

程中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要实现这一点，就必

须遵循一条根本原则，那就是必须科学地理解马克

思主义。在斯大林看来，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必须

做到以下几点: 其一，必须反对教条主义，不拘泥于

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字句和本本。“马克思主义者不

能不知道，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是错误的。”“马

克思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不能不以新的经验、新的

知识丰富起来，———因此，它的个别公式和结论不能

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不能不被适应于新的历

史任务的新公式和新结论所代替。马克思主义不承

认绝对适应于一切时代和时期的不变的结论和公

式。马 克 思 主 义 是 一 切 教 条 主 义 的 敌

人。”［3］( P534，P538) 其二，必须根据实践发展的需要，以

实际问题为中心来研究马克思主义。斯大林指出:

“社会主义革命在单独某一个国家内不可能胜利，

它只有在所有的或大多数的文明国家里进行共同的

攻击才能胜利”，这一结论后来成了一切马克思主

义者的指导原理，但它并不适合俄国的实际情况。
列宁从俄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同时“根据马克思主

义的理论得出结论: 在新的发展条件下，社会主义革

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完全可能胜利……因为在这些

国家内革命的成熟是不平衡的”［3］( P533 － 534)。其三，

确立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

并不是要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3］( P508) ，因为这是

以反对经验主义和庸俗主义为前提的。在斯大林看

来，任何将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做法都是错误的，都

是曲解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因为他们不是以马克

思主义者的态度去引证马克思，而是以不深入问题

实质的书呆子的习气去引证马克思。”［3］( P509) 从这些

论断不难看出，斯大林在推进联共( 布) 理论创新的

过程中是以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为根本原则的。
3． 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推进联共

( 布) 理论创新的关键环节

党的理论创新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不断充实、丰
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与

时俱进理论品格的体现，同时也是理论创新的根本

要求。现在的问题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到

底是以经典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还是以发展着的马克

思主义为指导，这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同时也

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实践问题。在斯大林看

来，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但更应以发展

着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为指导，这是因为列宁

与马克思、恩格斯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列宁解决了

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

义的直接实践问题，对俄国革命及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

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和恩

格斯是处在革命( 我们指的是无产阶级革命) 以前

的时期……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列宁却处在发

达的帝国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革命开展起来的时期，

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在一个国家内获得了胜利、打破

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开辟了无产阶级民主制纪元即

苏维埃纪元的时期。”“列宁主义不仅复活了马克思

主义，而且更进一步，在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阶级斗

争的新条件下向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2］( P185 － 186)。
斯大林进而指出，布尔什维克党必须坚持以发展着

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为指导，因为这个党就其

精神实质而言就是一个“战斗的党”、“革命的党”和

“有 充 分 的 随 机 应 变 的 本 领”的“列 宁 主 义 的

党”［2］( P260 － 261)。所以，斯大林认为，以发展着的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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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为指导是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关键环节。
4． 党内争论是实现联共( 布) 理论创新的重要

途径

党的理论创新是党的指导思想不断适应形势的

发展要求而作出调整、充实、丰富和发展的过程。尽

管从实际出发可以为党的理论创新提供第一手资

料，可以为党的理论创新的有效实现创造良好的前

提条件，但党的理论创新不可能仅是第一手资料的

简单堆积，因为党的理论创新作为一个由实践形态

上升到理论形态的发展过程，是在不断推进党内争

论的过程中实现的。斯大林指出: “已经展开的争

论不是党软弱的标志，更不是党瓦解或蜕化的标志，

而是党有力的标志，党坚强的标志，党的成员质量改

善的标志，党的积极性提高的标志。”［2］( P145) 这也是

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断提高和党的理论创新

有效实现的重要标志。当然，党内争论的一个重要

前提就是党内民主。对此，斯大林区分了两类不同

性质的党内民主，指出: “有两种民主: 一种是党员

群众的民主，这些党员群众极愿意发挥主动性并积

极参加党的领导工作; 另一种是有不满情绪的党内

要人的‘民主’，这些党内要人认为民主的实质就是

用一些人代替另一些人。党一定会赞成第一种民

主，并且要坚决地实现这种民主。党一定会抛弃有

不满情绪的党内要人的‘民主’，因为它和真正的党

内工人民主毫无共同之处。”［2］( P164) 在斯大林看来，

在确保党员群众民主基础上的党内争论是党的活力

的体现，也是实现党的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

三、斯大林推进联共( 布) 理论创新
的经验与教训

从 1925 年开始，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进行了近

30 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

义模式———苏联模式。［4］在斯大林创建的苏联社会

主义模式中，内在地包含着一种独具特色的党建模

式，在积极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问题上既积累了成

功的经验，也有着惨痛的教训。
1． 斯大林推进联共( 布) 理论创新的成功经验

斯大林在积极推进联共( 布) 理论创新的过程中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首先，坚持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前

进方向，强调以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以发展着的马克思

主义即列宁主义为指导。其次，积极总结党的理论创

新的经验及规律，努力实现党的建设规范化、模式化，

开创了具有苏联特色的党建模式，这种模式注重党的

合法性维护、执政地位巩固和领导权威提升。再次，

斯大林十分注重开展广泛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努力

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即“斯大林作为一位马克

思主义者，在成为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之后，不

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宣传、教育和

普及，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5］。最后，斯大林注

重将党的理论创新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结合起来，

与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在推进现代化建

设的过程中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同时注重

运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

现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互动。
2． 斯大林在推进联共( 布) 理论创新过程中留

下的问题

首先，斯大林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概

括上存在教条化、实用化的倾向。众所周知，马克

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的科学预测是建立在资

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与俄国当时的实际情

况相去甚远，斯大林“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却

把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某些设想套用于本

国……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观念作了教条

式的照搬”［6］。这也背离了他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

思主义来指导实践的初衷。其次，斯大林在实践中

搞个人崇拜、追求高度集权的政治领导，阻碍了理论

创新的健康发展。最后，与斯大林高度集中的政治

领导相适应，“高度统一的思想文化体制禁锢了思

想文化的正常发展，意识形态中的专制主义妨碍了

正常的理论和学术探讨，严重混淆学术探讨与政治

问题的界限”［7］。当然，这是斯大林在积极推进联

共( 布) 理论创新过程中留下的问题和所犯的错误，

造成这种错误的原因不能完全归结于他个人，也是

彼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使然，尤其与当时国际资

本主义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敌视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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