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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苏俄文化建设必须遵循什么样的原则与方式，这是列宁进行社会主义建

设时面临的必须回答的问题。从领导力量看，列宁提出文化建设必须坚持党的

领导。之所以强调加强无产阶级政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是因为在他看来这是

保证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的必然要求，有助于抵制无产阶级中旧文化的偏

见与恶习。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主要是思想、政治和组织领导。从经济、政

治、文化之间的关系看，列宁提出文化建设必须坚持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推

进。他认为经济和政治的变革是文化变革的先导，文化促进政治和经济建设。

他还强调文化建设的革命性，并把这种革命作为文化落后的苏俄建成完全社会

主义的必要条件和基本标志之一。从文化建设队伍来看，列宁主张利用资产阶

级专家为苏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同时提出要培养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

从而体现了利用和培养相结合的文化建设原则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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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指导，立足

于苏俄文化相对落后且小农经济占主体的具体

国情，提出了苏俄文化建设必须遵循的原则与

方式。这就是：文化建设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

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必须坚持以文化建设为

核心的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文化发展战

略，必须坚持利用资产阶级专家和培养无产阶

级知识分子相结合的原则和方式。

　　一、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

义的思想路线

　　苏俄的文化建设高度重视坚持党的领导地

位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在俄共（布）代

表大会、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和苏维埃国家的相

关立法活动中，都着重强调了文化建设的思想

路线和政治路线。例如，在１９１９年俄共（布）

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中和在１９１８年颁

布的第一部苏维埃宪法中，都强调了文化建设

要遵循党的领导的原则和方针。此外，俄共

（布）也把广泛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

一项任务。因此，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俄国

取缔了资产阶级的报刊，组建了社会主义的无

线电台，建立了罗斯塔新闻社，对文学艺术的发

展进行了积极的干预，对文化工作者的相关社

会团体和组织进行了整顿，也将图书馆收归国

有进行集体管理，这些都是加强党对文化领域

领导的具体措施。由此可见，在苏维埃创立初

期，列宁就把加强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和在文

化建设中贯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摆在了一

个十分重要的位置。

列宁之所以强调要加强无产阶级政党对文

化建设的领导，是因为这是社会主义事业向前

发展的重要保证。列宁认为，党对文化建设的

领导“这个事业十分重要”［１］１７３，这是基于全部

历史经验做出的正确决策，绝不能忽视这一点，

必须认识到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不

可少的一部分。此外，他还联系十月革命胜利

以来国家建设取得的成就来证明这一点。列宁

指出，“三年来，苏维埃俄国抗击世界帝国主义

进攻的全部斗争，是与党认识到自己的任务是

帮助无产阶级起到教育者、组织者和领导者的

作用这一点分不开的，无产阶级起不到这种作

用，就无法打垮资本主义”［２］３０４。也就是说，如

果不坚持党的领导，就不能打垮资本主义，社会

主义社会自然也就建立不起来。所以，他要求，

对于文化建设要坚持党的领导，“不能有任何

怀疑”［１］１７４。就是说，在文化建设必须坚持党的

领导这个问题上头脑应特别清醒，立场应特别

坚定，决不能也不允许有任何动摇或违背。

此外，列宁认为，在文化建设中坚持党的领

导，是保证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的必然要

求。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艺术家们被新生活

所感染，迸发出了炙热的革命热情，反映时代变

化的文化作品大量涌现。但由于每个艺术家以

及每个想成为艺术家的人都拥有自由创作的权

利，所以就可能出现不符合社会主义建设要求

的文化作品，从而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危害。

因此，列宁强调，文化建设必须要以社会主义为

发展方向，并明确提出要加强党对文化艺术领

域的领导，他指出，“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决

不可以无所作为，听任混乱随意扩散开来。我

们还必须有意识地努力去领导这一发展，去形

成和决定它的结果”［３］。这就是说，既然是共

产党人，就必须保证自己领导的国家建设始终

保持社会主义的建设方向，如果有其他势力试

图改变这一方向，那就要及时阻止。列宁还强

调，“要运用全部国家机构，使学校、社会教育、

实际训练都在共产党员领导之下为无产者、为

工人、为劳动农民服务”［２］１２５。这实际上是在表

达文化建设要由党来领导的原因，即党的领导

是为了保证文化建设最终要实现为劳动人民服

务的发展目标，这个目标是共产党人的内在规

·９１·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０年６月　第２１卷第３期

定性使然。

列宁认为，坚持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有助

于抵制无产阶级中旧文化的偏见与恶习。在俄

国，由于大量文盲的存在，俄国整个社会的文明

程度很低；由于大量小生产者、小商业者的存

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

产阶级，侵害无产阶级。这种侵害包括小资产

阶级自身的个人主义、涣散性、怯懦性、狂热等

偏见和恶习的影响，这些影响在无产阶级的内

部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出来，严重危害了社会主

义建设事业。为避免这种危害的发生，就需要

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发挥领导作用。

这种领导作用表现为“团结、教育和组织无产

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抵制这些群众中不可

避免的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抵制无产阶级中不

可避免的种种行业狭隘性或行业偏见的传统和

恶习的复发，并领导全体无产阶级的一切联合

行动”［２］４７４。从这个角度来看，必须始终坚持并

不断加强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

列宁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批判体现

了党领导文化建设工作的重要原则。对于文化

建设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的问题，在俄国的社

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一直有着激烈的争论。在争

论中，当时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标榜自己的

“独立性”。所谓的“独立性”，实则是指放弃党

在文化建设中的领导，认为开展文化建设可以

无拘无束，不应该受到任何法令的约束，认为只

有这样才能建成无产阶级文化。列宁及时发现

了这一思想的危害，并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

的决议草案中对这种危害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臆造自己所谓的特殊文

化，让自己的组织与世隔绝，并把自己的工作与

教育人民委员部截然分开，甚至主张实行无产

阶级文化协会的“自治”等等，这在理论上是错

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他还指出，包括无产

阶级文化协会在内的一切文化组织都必须服从

无产阶级政党的统一领导，要把自己看成教育

人民委员部中的一个附属机构，不能脱离教育

人民委员部的领导，更不能凌驾于教育人民委

员部之上，并且这些组织要把完成自己的任务

当作完成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一部分来做。列

宁由此就确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作为教育人

民委员部机关的附属机构的地位，也就是要在

党的领导下开展活动。

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主要是思想、政治和

组织上的领导。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理论基

础来指导文化工作，并要求一切文化机构都应

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总的指导思想。然而，在当

时，以波格丹诺夫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派

在文化界却大肆宣扬马赫主义，否认和排斥马

克思主义。对此，列宁深刻地指出，“只有马克

思主义的世界观才正确地反映了革命无产阶级

的利益、观点和文化”［１］１６７。也就是说，只有坚

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才能正确认识无产阶级

文化的性质和任务，才能发展无产阶级文化。

列宁认为党对文化建设的政治领导主要表现

为，“苏维埃国家内的一切文化机构和文化工

作，都应公开承认党的政治领导”［１］１７２，并要求

这些部门在工作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努力为

当前的政治服务。

俄共（布）对文化建设的领导还表现在组

织上。动员和组织自己的先锋队和所有无产阶

级组织，作为最积极最重要的力量参与整个文

化事业建设，并通过调配和培训干部以加强和

改善党对各个文化部门的领导。在领导机构

上，党主要是通过教育人民委员部对文化建设

进行领导，这一机构是苏俄管理文化建设相关

事务的最高行政机构。在地方上，党对文化建

设的领导主要通过各级苏维埃的国民教育机构

来完成。党十分重视这种教育机构，所以安排

了一批十分优秀的布尔什维克分子进驻这些教

育机构。例如，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卢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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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尔斯基，不仅具有渊博的学识，同时还是一位

坚定的布尔什维克。此外，还有列宁夫人克鲁

普斯卡娅，她曾负责校外教育处，后来负责俄罗

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政治教育总委员会；还

有被任命为副人民委员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

波克洛夫斯基和主管高校处的天文学家施特恩

贝格。此外，社会性组织如工会和共青团等在

吸引劳动群众参加文化建设方面也起了巨大的

作用，还有一系列自愿协会组织也纷纷加入文

化建设大军中来，如扫盲协会、广播之友协会、

苏联影迷协会、战斗的无神论者同盟等等。

列宁认为党的领导应该覆盖文化领域的各

个部门。在艺术领域，列宁明确要求加强党对

文化艺术领域的领导。在出版领域，他强调一

切出版机构都应当服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各种

机关报刊的编辑工作都必须由无限忠于无产阶

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主持。对私

营出版社，列宁要求加强监管，不能放任自流，

不准神秘主义的、反科学的、政治上敌对的书籍

出版。在教育领域，列宁指出，“不能让教育工

作不联系政治”［２］３０２，要“公开承认教育不能不

联系政治”［２］３０３。此外，列宁还强调要培养一支

新的教育队伍，这支队伍应该做到在思想上、行

动上同党保持密切联系，彻底地贯彻党的决议

及其精神，同时也要把工人群众紧紧团结在自

身周围，并对他们展开共产主义教育，让他们关

注共产党人所做的事情。

列宁在看到了文化建设有其自身的特点之

后，提出了党领导文化建设应坚持的一些原则。

首先，要明确党的领导的性质。这种性质体现

在党的领导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唯其如

此，才能把握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做到积极引

导，同时避免陷入文化专制主义的泥沼。其次，

党的领导要联系群众。也就是要把群众的积极

性、主动性、创造性纳入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

来，而不能采取放任自流、软弱无力的态度，这

样做可以调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各方面力

量，加快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程。党的领导说

到底是一种政治领导。这种政治领导要求对文

化的发展做总体规划，并且要依靠共产党人对

文化事业的事业心、责任心和日益深化的影响，

而不能依靠行政干预和政治裁决。

　　二、必须坚持以文化建设为核心的

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文化发展

战略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

唯物论思想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基本原理。列宁

依据这一唯物论思想基本原理，把经济、政治和

文化建设作为拉动苏俄经济社会发展的三驾马

车，而且能够结合苏俄经济、政治、文化落后的

实际，将文化建设视为极其重要的环节，形成了

以文化建设为核心的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

的文化发展战略。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思想认为，经济是基础，

决定政治和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反过来，政治和

文化对经济又具有反作用。这种反作用在其性

质上，表现为促进或阻碍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其

程度上，表现为加速或延缓经济社会的发展。

可以说，在同样的经济、政治条件下，坚持什么

样的文化，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

列宁将苏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看作紧

密联系的三项事业。首先，列宁认为政治和经

济的变革是文化变革的先导。他指出，“我们

没有从理论（一切书呆子的理论）所规定的那一

端开始，我们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成了我们目前正

面临的文化变革，文化革命的先导”［２］７７３－７７４。其

次，列宁也认识到文化的重要作用。在开展社

会主义建设尤其是在实施新经济政策的过程

中，列宁看到了文化落后带来的阻力，所以他特

别强调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在经济和文化的关系上，一方面经济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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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基础。通过剥夺剥夺者的手段，苏俄大部

分生产资料和大企业都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

这为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基础。据蔡特金回

忆，列宁在他们会晤时曾着重指出，文化革命是

“在已经开始的经济革命的基础上，并且在同

经济革命不断地相互影响中，得到实现

的”［４］６５。经济建设的推进为社会主义文化的

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另一方面，文化反作

用于经济活动和经济建设。这种反作用体现在

文化建设为开展经济建设提供所需的思想观念

和知识保障上，因此文化建设是经济健康发展

的重要推动力，为经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

力支持。也就是说，经济建设任务的完成要以

建设者先进社会意识的形成，群众政治教育方

面的有计划的工作，广泛的教育活动，以及居民

的普遍识字等为前提。一言以蔽之，经济建设

要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为前

提。列宁在其重要著作《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

务》一文中指出，为了取得对资本主义的全面

胜利，“必须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

率，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个重要条件便是提

高整个国民的文化教育水平”［５］４９０。１９２０年２

月，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三次会议上，列宁要求文

化工作者把服务于工农业建设作为首要任务。

这样，才能把工农业的发展建立在现代技术的

基础上。这就必须大力发展文化教育。

在政治与文化的关系上，一方面，“政治为

文化的发展规定方向和途径，政治变革为新文

化的建设奠定新的基础”［６］。十月革命胜利

后，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为苏俄社会主义新文化

的蓬勃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正如列宁在和蔡

特金谈话时所说：“红十月为大规模文化革命

开辟了广阔道路……”［４］６５列宁在《论合作社》

这篇文章中也强调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先于文

化革命，并指出现在只要完成了文化变革和文

化革命，就可以建成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说，

文化上的统治地位为工人阶级接触文化提供了

条件和机会，只有在根本上提高他们的文化水

平，才能使他们真正参加政治生活，现实地参与

社会事务的领导，参与国家建设。另一方面，人

们所属的文化体系以及自身的文化水平会影响

或制约人们的政治观念、政治行为和政党制度

等。不论是掌管国家机器，还是管理社会生产，

都必须拥有丰富的文化知识。对于这一点，列

宁是有着清醒认识的。在他看来，苏维埃政权

发展所达到的高度，直接依赖于人民群众越来

越高的文化水平，虽然苏维埃政权原则上提供

了更高级的无产阶级民主，但劳动人民的文化

水平不高，限制了苏维埃政权的作用并有可能

使旧的官僚制度复活，而文化建设的使命就是

要努力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

列宁不但从经济、政治、文化的一般关系上

考察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而且在文化建设中

还强调其革命性，并把这种文化建设革命看作

文化落后的苏俄建成完全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

和基本标志之一。在列宁看来，只有在提升苏

俄广大民众的知识水平至少是在扫除文盲后，

他们方能以文化来促使合作化的实现，借鉴发

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来推动苏俄的进步；

只有在提升苏俄广大民众的文化水平至少是在

普及科学、民主的观念后，他们方能以文明来促

使苏俄的政治建设与革新，监督国家机关彻底

剔除官僚主义，参与到党和国家的各级管理和

民主决策中去；只有在提升苏俄广大民众的素

质水平至少是具备自我发展的各种能力后，方

能实现马克思主义所提及的以每个人的自由发

展来促进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并最终以社会主

义的新人来印证社会主义制度和踏上共产主义

的康庄大道［７］２３４。

正是基于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列宁一直把

文化问题作为自己理论思考的重心，特别是在

晚年，他更是将文化的落后视为困扰苏俄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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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症结加以强调，以便引起整个俄罗斯民

族的高度重视。可以说，文化建设不仅处在经

济、政治和文化三位一体这一整体中的接合部，

而且就俄罗斯的特殊国情而言，是苏俄社会主

义建设各项事业的“领头羊”。文化所具有的

精神和物质双重特点，更使其在整体中有着辐

射和发散的焦点作用。

　　三、必须坚持利用和培养相结合的

原则和方式

　　列宁把无产阶级政党看作人民大众中的沧

海一粟，认为单靠俄共（布）自己的力量是不能

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同样，文化建设

也是如此，单靠无产阶级政党自身的力量也很

难完成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这需要一支强大

的文化工作队伍在俄共（布）的领导下协力推

进文化建设工作。为此，列宁基于苏俄特殊的

国情提出，在文化队伍建设上要坚持利用和培

养相结合的方式。

苏俄文化建设人才的匮乏，是由历史和现

实原因造成的。从历史原因来看，由于沙皇政

府长期的专制统治，广大人民被剥夺了受教育

的权利和机会。列宁曾经指出，苏俄的这种情

况在欧洲没有第二个国家。从现实原因来看，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由于资产阶级的蛊惑，旧社

会遗留下来的专家和教师有不少对苏维埃政权

不理解不信任不支持不合作，有的甚至逃到国

外去。这就使得本已严重匮乏的文化建设人才

更是雪上加霜、捉襟见肘。

针对这种情况，列宁主张把从资本主义社

会走过来的旧专家、旧知识分子充分利用起来，

为苏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要建设社会主义就

需要众多受过教育、有知识的各行各业的专家。

而已经掌握政权的苏俄无产阶级，并不拥有足

够数量这样的专家。因此，摆在苏俄无产阶级

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将旧专家、旧知识分子吸引

到自己的队伍中来，把他们利用起来。

列宁之所以强调要利用资产阶级专家，是

因为在他看来，无产阶级刚刚夺取政权不久，应

该向资产阶级学习，应充分发挥资产阶级管理

人员的作用，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如果忽视了

这一点，社会主义很难建成。因为“管理的本

领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不会凭空就有的，不会因

为这个阶级是先进阶级，于是一下子就有了管

理的本领”［２］１２４。根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揭

示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资本主义

社会代替封建社会是历史的进步。列宁举例

说，资产阶级在战胜封建阶级时也不会管理，而

是起用先前那个阶级即封建阶级出身的人做管

理工作，否则他们就无人可用。因此，在这一点

上应该向资产阶级学习，不能陷入纯粹的空想

和空谈，而是要考虑过去年代的经验。这里所

谓“过去年代的经验”就是胜利了的资产阶级

利用封建阶级出身的人才进行国家建设的经

验。也就是说，胜利了的苏俄无产阶级“现在

也有同样的任务———善于吸取、掌握、利用先前

那个阶级的知识和素养，为本阶级的胜利而运

用这一切”［２］１２４。从历时态看，胜利了的阶级都

曾起用先前那个阶级的人才为自己服务。从共

时态看，不同阶级实际上也存在互相学习和利

用的问题。列宁举例说，甚至在落后的俄国，资

本家也会利用与自己政见不同的有文化的“知

识分子———孟什维克的、社会革命党的和非党

的知识分子———来为自己服务”［５］６９１。“难道我

们比这些资本家还愚蠢，竟不会利用这种‘建

筑材料’来建设共产主义的俄国吗？”［５］６９１

苏俄当时经济建设的任务要求必须利用旧

专家、旧知识分子。苏维埃政权建立后，旧社会

留给他们的是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工人农民群

众生活困苦不堪，民不聊生。因此，改善民生成

了苏维埃政权的头等大事。为此，就要多生产

粮食、燃料等生活必需品。这就要求发展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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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就

“要求立即广泛地和全面地利用资本主义遗留

给我们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尽管他们大多必

然浸透了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习惯”［５］７４７－７４８。

也就是说，生产必需品的技术在资产阶级专家

手里，因此必须要靠这些专家来建设社会主义，

也只有这样才能够建成社会主义。

文化建设中利用由资本主义社会过来的专

家、知识分子为苏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是文

化队伍建设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苏俄也应

培养、建立自己的文化工作者队伍。培养、建立

自己的文化工作者队伍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利

用现有资源，对旧专家、旧知识分子进行教育工

作，使他们转变立场，将他们吸引到苏俄无产阶

级这边来。由于这些专家、知识分子大多数都

受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束缚，满脑子都是他们本

阶级的偏见，所以列宁认为应当重新教育他们，

要让他们看到用科学为自己谋利益的卑鄙，同

时看到用科学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崇高。当

然，对科学和技术专家的教育应根据他们的特

点来进行。对此，列宁指出，这些专家要“循着

自己的途径来接受共产主义”［２］３０７，从而让自己

成为建设苏维埃社会主义俄国的一支力量。

对旧专家、旧知识分子进行教育改造，使他

们转到无产阶级政党这边来，为苏俄社会主义

建设服务，这是苏俄文化队伍建设的路径之一。

此外，还有一条更为重要的路径就是无产阶级

政党从工人和农民中训练和培养自己的新人使

之成为文化工作者。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告诉我们，每个统治阶级都有他自己的知识分

子。然而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俄国，无产阶级尽

管已经成为领导阶级，但很少拥有自己的知识

分子（专家干部）。而管理国家，管理国民经

济，巩固国防，进一步发展科学和文化，都需要

这些人的积极参与。因此，苏维埃政权从一开

始就采取措施，从工农队伍中培养新的知识分

子。对新知识分子的培养，主要通过两条途径

来进行：一是将工人阶级和农民中最有经验、最

有才干的代表选拔到党政、经济各部门的领导

岗位上来；二是在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中

培养专家。使用旧干部和培养新干部，这是一

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旧知识分子直接参与了培

养新专家的工作，而工农知识分子在对资产阶

级专家进行教育改造中也起着很大的作用［８］。

也就是说，在培养新的工农知识分子的过程中，

还必须利用旧知识分子。

从以上论述不难发现，在苏俄文化队伍建

设上，列宁主张利用资产阶级专家为苏俄社会

主义建设服务，同时提出应培养无产阶级自己

的知识分子，从而体现了运用和培养相结合的

文化建设原则和方式。只有采取这种方式，苏

俄社会主义建设才能顺利开展；也只有采取这

种方式，苏俄文化建设队伍才能比较快地构建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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