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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十分重视
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问题。列宁通过对马克思主义

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宣讲、对俄国化的马克思主

义的传播，以及开拓性的革命实践，推动了马克思主

义在俄国的传播———由仅被少数人所理解到被广大

人民群众所掌握。列宁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过马克思

主义大众化的概念，但在其领导下，马克思主义在俄

国经历了由革命家群体首先接受到人民群众普遍接

受的传播过程、由革命理论到革命实践的发展过程，

以及由国内到国外的影响过程。所以，列宁以自身

的革命和建设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行了早

期探索并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批判错误理论，为马克思主义大

众化指明方向

　　列宁十分重视科学理论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
的指导作用，认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

的行动”［１］２４１，强调是否掌握革命理论关系到无产阶

级政党的生死存亡，把理论看成是无产阶级改造社

会的锐利武器，非常注重对无产阶级进行马克思主

义理论的宣传教育，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人民大

众的结合。

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结合，首要的问

题是要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或冒牌的马克思主义、全

面的马克思主义或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进行辨析。

在俄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出现过不少打着马克思

主义旗号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列宁通过批判这些非

马克思主义思想，全面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指明了正确方向。

首先，列宁既反对民粹主义，又反对孟什维克主

义，强调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核

心。产生于俄国１９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粹派，曾经
希望借鉴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弊端的揭露，结合

俄国国情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但民粹派过分强调

俄国社会发展中的主观意志，试图以俄国封建制为

基础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跨越。１８９０年代，由民粹派
演变而来的自由主义民粹派否认俄国资本主义发展

的现实，试图继续维护俄国封建制度，否认马克思主

义的科学性。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

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俄国资本主义的发

展》等著作中，对民粹派的唯心主义哲学进行了批

判，强调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强调社会

发展的客观物质基础，说明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必

然趋势。但列宁在批判民粹派、强调俄国资本主义发

展的同时，并不认为无产阶级应该被动地追随资产阶

级，而认为掌握了先进理论、明确了革命前途、具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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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性的无产阶级应该取代软弱的资产阶级，掌握民主

革命的领导权，并在出现有利时机和条件时，引导革

命向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方向发展，只有这样才是既尊

重了俄国社会现实，又发挥了无产阶级的主观能动作

用，才是对唯物辩证法的正确理解和运用。为此，列

宁同教条式地理解无产阶级革命条件、被动追随资产

阶级的孟什维克主义在革命领导权和无产阶级政党

建设等方面展开了论战，并通过十月革命的成功实践

对孟什维克主义进行了有力批判，结合俄国革命实际

传播了唯物辩证法思想，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大

众化的核心是唯物辩证法的大众化。

其次，列宁批判了“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

主义”，强调对社会主义方向和无产阶级革命性的

坚守，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核心内容。在反对民粹

主义时，列宁曾经与“合法马克思主义”结成联盟，并

使马克思主义得以广泛传播，但当列宁发现“合法马

克思主义”要“腐蚀社会主义意识，把马克思主义庸

俗化，宣传社会矛盾缓和论，否认社会主义运动的独

立自主权，从而也就否认它的生存权”［１］３０５，事实是在

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时，列宁则毫不犹豫地与之决

裂，明确表示俄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肯定资本主

义的目的是否定和超越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始终是

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实践方向。

列宁不仅领导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社会民主工

党对外与“合法马克思主义”做斗争，而且对内与

“盲目地崇拜自发的工人运动，片面强调经济斗争

的意义和作用，否认政治斗争、思想理论和政党在社

会发展中的作用，醉心于细小的改良运动”的“经济

主义”做斗争，强调社会民主工党的工作虽包括经

济斗争，但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斗争，而“应该积极

地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教育，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

意识”［１］３４２，最终通过革命实现对专制政府和旧的社

会制度的变革。列宁坚信，使广大群众坚持运动的

社会主义方向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是变革旧制度

的主体性要求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核心内容。

再次，列宁反对经验批判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党性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原则。

早在１９０５年，列宁就认识到党的出版物应该服务于
无产阶级事业的整体要求，在无产阶级写作事业中

一方面“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

广阔天地”［１］６６４，但同时“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

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

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无党

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写作事

业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

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１］６６３。所以，当以波格丹

诺夫为代表的俄国经验批判主义者接连出版了许多

攻击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著作、认为马克思主义

宣扬“神秘主义”和“二元论”、认为唯物主义已经被

科学的最新成就所驳倒时，列宁不仅从哲学上批判

了经验批判主义的不可知论和实用主义真理观，而

且针对波格丹诺夫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过时，而

是需要补充”的说法，认为任何理论都体现着两个

斗争着的党派，任何以无党派自居、超越二者的企图

都是妄想，进而阐述了哲学的党性原则，强调党性原

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因此，以马克思

主义哲学为思想方法和基本内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教育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同样应该以党性原则为

基本原则。

　　二、推动无产阶级革命家组织建设，

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提供组织保

障　
　　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形成于人民群众的伟大实
践中，但并非在大众中自发产生的，它本身并不能自

动地进入到社会大众当中而直接实现大众化，马克

思主义只有通过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首先掌握，才

能将其大众化到人民群众的头脑当中。为此，塑造

素质优良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群体即无产阶级革命

家组织或者说是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是马克思主

义大众化的组织保障。

首先，列宁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是取得

人民群众认同和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础。列

宁强调，社会民主工党的“任务不是消极地为每一

阶段的工人运动服务，而是要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给这个运动指出最终目的，指出政治任务，维护它在

政治上思想上的独立性。工人运动脱离了社会民主

党，工人阶级就会失去自己的政治独立性，成为其他

党派的尾巴，背叛‘工人的解放应该是工人自己的

事情’这一伟大遗训”［１］２８４，“任何革命运动，如果没

有一种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领导者组织，就

不能持久”［１］４０４。正是因为无产阶级政党具有推动

无产阶级斗争的自觉性和防范工人运动软弱性的力

量，才能够为无产阶级认同，并接受其理论和思想，

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其次，列宁强调加强党员监督，是保持无产阶级

政党先进性和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组织保障。

无产阶级政党由志同道合的大批党员组成，党员是进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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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民群

众实现结合这一使命的具体承担者和直接推动者，其

能否秉承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直接关涉

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能否实现。基于俄国专制制度

的实际情况，列宁提出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具备

“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由少数人组成；应从事秘密的组

织活动”的特质，因为职业革命家的政治组织会消除

不同经济行业间的区别，便于扩大社会民主党影响群

众的范围；党的成员由少数的先进分子组成并从事秘

密活动，是在俄国专制制度下保证党组织安全性所必

需的。但秘密的党组织及其成员是否会因为缺乏监

督而丧失先进性，进而影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

能否和如何避免此类情况发生？列宁认为可以通过

“极其严格地选择成员，培养职业革命家”这样的组

织原则，来“保证有一种比民主制更重要的东西，即革

命者之间的充分的同志信任”［１］４１９，即通过严格选拔

和对成员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和培养，以保证党员的

先进性和纯洁性，这是在沙皇专制的俄国不可能有普

遍民主监督情况下的特殊监督方式。

十月革命后，基于俄共（布）成为苏维埃政权的

执政党，党的组织和活动不再需要秘密进行，列宁提

出和推进了加强党员思想教育和加强党的组织建设

以保障党员先进性的新的监督方式。例如，十月革

命后不久，列宁在起草俄共（布）党纲草案时就将对

共产主义的宣传列为党最迫切的任务之一，俄共

（布）八大又专门制定了对党员进行共产主义教育

的提纲。之后，列宁在起草俄共（布）十大、十一大

决议时又多次强调要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

在组织建设方面，为保证党员质量和党的队伍的纯

洁性，列宁提出并实施了严格党员入党条件和手续、

延长新党员预备期、清除不合格党员等加强党的组

织建设的具体措施，并建立监察机构以纯洁党的队

伍，在１９２１年俄共（布）十大上成立了首届中央监
察委员会，在１９２２年俄共（布）十一大上成立了各
级检察委员会，实施对党的内部监督，以保持党员先

进性，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组织保障。

　　三、强调注入性与引导性相统一，为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确立基本原则

　　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广大群众的结合，把马克
思主义由革命家组织传递到广大群众中去，列宁提

出了著名的“灌输理论”。１８９４年和１９００年，列宁
分别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

民主主义者？》和《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中明确指

出，应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灌输到工人中去。１９０２年
３月，列宁在《怎么办？》中进一步对灌输的必要性进
行了明确的阐述，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

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

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只能

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１］３１８，并从三个方面分析了灌

输的必要性：一是工人运动不可能自动产生科学社

会主义；二是社会主义学说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

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理论中

发展起来的；三是自发的工人运动容易受资产阶级

思想体系的控制。列宁的这些论述是自马克思主义

产生以来第一次对“灌输理论”进行的最全面、最具

体的论述。

首先，列宁结合俄国实际和革命传统，着重强调

灌输对俄国革命的重要性。列宁的灌输理论直接受

到考茨基灌输思想的影响，认识到“现代社会主义意

识，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

来”［１］３２６，需要以一部分人借助科学知识对现实社会

实现从现象到本质、再到发展规律的认识为基础。同

时列宁也看到，俄国革命有强调“少数人”的精英作

用而忽视与民众相联系的历史传统，因此把社会主义

思想和政治自觉性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组织一

个和自发工人运动有紧密联系的革命政党，就显得更

为重要。

其次，列宁以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为目的，强

调灌输是注入性与引导性的统一。列宁在《怎么

办？》中侧重强调了灌输的注入性和工人在灌输中

的受动性，之后又对此进行过解释，认为是自己反对

“经济派”在工人中极力鼓吹工人运动的“自发性”、

贬低理论指导作用而采取的一种矫枉过正的行为，

并将此比喻为：“经济派把木棍弄弯到一边去了。

要弄直木棍，就必须使木棍弯到另一边，我做了这件

事”［２］，但这并不意味着列宁对单向注入的过分倚

重。其实，列宁的灌输理论不仅强调革命家组织在

灌输中具有一定的主动地位，更强调灌输的目的是

使人民群众接受和了解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

义大众化，进而了解本阶级的利益、前途和使命。为

了实现这一目的，灌输的形式既可能是注入式的，更

多则是结合人民的实际情况，通过说明和解释等方

式引导工人使之了解斗争的意义，通过教育和引导

使大家接受和了解马克思主义。

　　四、推进马克思主义“四进入”，为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拓展实现途径

　　列宁通过推动马恩经典著作出版、创办报刊杂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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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兴办大众文艺、创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机构

等，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大众，以实现马克思主

义的大众化。

从１８９０年代开始，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就同
列宁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列宁在萨马拉时就把《共

产党宣言》翻译成俄文，译本以手稿的形式流传。

列宁在１８９５年写作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等著
作在向俄国读者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著作方面

起了重要作用。２０世纪初，列宁主编出版了马克思
的《法兰西内战》（１９０５）、恩格斯的《行动中的巴枯
宁主义者》（１９０６），以及给库格曼和左尔格的信，以
使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具体指导俄

国１９０５年革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又领导俄共
（布）收集、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使马克

思和恩格斯所有重要著作都有了俄译本，为在俄国

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提供了文本基础。

此外，列宁的整个革命生涯也与革命报刊的创办

紧密相连。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早期传播之所以能

够快速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通过马克思主义者与

合法马克思主义结成联盟，从而能够出版各种揭露性

的革命刊物，“这种揭露性的出版物不仅在某一传单

所抨击的那个工厂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而且在所有

听到揭露出来的事实的工厂里都引起了强烈的反

响”，这种方式“成为唤起阶级意识、开展工会斗争和

传播社会主义的起点”［１］３４１。之后，列宁又把《火星

报》的创办作为建立全国性革命政党的组织和思想基

础，希望通过全国性政治报纸的创办把全党的力量凝

结起来，并且成为面向“全民的揭露的讲坛”［１］３７２。当

《火星报》一度为孟什维克派所把持、布尔什维克难

以宣传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时，列宁又提议创办了

《前进报》，把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反对机会主义作为

自己的首要任务。在进一步宣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

列宁又推动创办了《无产者报》，整顿了《新生活报》，

并具体指导了《真理报》的工作。

列宁对电影等大众文艺事业也十分关心。列宁

尤其认识到电影这种生动、通俗的表现形式容易被群

众广泛理解和接受的特点，故而把电影看成教育群众

的有力工具，并推动、扶持苏联电影事业的发展。列

宁曾说，“所有艺术中最重要的是电影”［３］５９４，并在

１９１９年俄共（布）八大上把电影和学校、图书馆等一
起列入教育手段。为充分发挥电影的宣传教育功

能，列宁重视电影院的普及，关注偏远的农村地区的

电影院兴建，并命令各车站设立士兵电影院。为此，

当时还发明了“鼓动列车”等装载简单电影放映设

备的车辆，具有了在乡村为群众流动放映电影的能

力，并因此“使我们的宣传将会特别有效”［３］３８３。

列宁在苏维埃俄国推动并指导创建了马克思主

义理论的研究机构，１９１８年成立了俄国社会主义科
学院，１９２１年成立了俄国马克思恩格斯学院（１９３１
年与列宁学院合并），使之成为研究、宣传社会主义

和共产主义理论的专门机构，该机构有计划、大规模

地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出版工作，有

力推动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和教育，为马

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有效的理论平台。

此外，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的持续推进，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另一个重要途

径。马克思曾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取

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而国家和人民对

理论的需要则在于理论对人民利益的关注程度、对人

民困惑的解答程度、对群众问题的解决程度。列宁把

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

论创新，并指导俄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取得十月革命

的胜利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保护了人民利益，满

足了人民需求，人民通过成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更加

认同指导革命和建设的理论。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成

功，不仅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国内的大众化，而

且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由国内推向国际，中国先进分

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初了解和接受，以至中国革命的

胜利，就是十月革命胜利影响下的直接成果，更是列

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的一大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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