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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马克思提出ꎬ 英国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对中国造成的影响 (从积极面看) 是: 大炮

击破了 “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ꎬ 使中国人民产生了斗争和 “革命” 的精神ꎻ 它迫使天朝帝国

与外部世界接触ꎬ 随着外部新事物进入中国ꎬ 必将导致中国封建制度的 “解体”ꎻ 它给中国人民带

来了种种痛苦ꎬ 激化了中国的社会矛盾ꎬ 促进了中国人民斗争的发展ꎮ 中国的 “革命” 或政治事变

对英国并且通过英国对欧洲的影响表现为: 中国的 “革命” 将导致英国在中国的市场缩小ꎬ 从而加

速英国的经济危机ꎻ 英国在中国的市场缩小的时候ꎬ 适逢英国国内的农产品涨价和对工业品的需求

大大减少ꎬ 英国工业生产体系的危机不可避免ꎻ 由于欧洲各国在经济生活和政治上的密切联系ꎬ 英

国的经济危机和革命势必扩展为全欧洲的危机和革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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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俞良早 (１９５１－ )ꎬ 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 (山东济南　 ２５０３５８)ꎮ

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ꎬ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 «纽约每日论坛报» 驻伦敦通讯员的身份ꎬ 为该报写作评

论或社论ꎮ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 一文就是马克思于 １８５３ 年为该报写作的社论ꎮ 在此文中ꎬ 马克

思以辩证观点认识当时中国发生的 “革命” 与欧洲革命之间的关系ꎬ 揭示了它们之间相互联系和相

互促进的逻辑关系ꎮ 马克思的思想对于人们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ꎬ 具有指导和启示的意义ꎮ

一、 关于 “两极相联” 的内涵和意义

“两极相联” 是黑格尔哲学中的术语ꎮ 黑格尔最重要的哲学贡献ꎬ 是提出了辩证的思维方式ꎮ
他认为ꎬ 世界上的各种事物都是相互联系、 相互作用、 运动、 变化、 生成和消失着的ꎮ 看似对立的、
矛盾的两个事物之间ꎬ 也是相互影响和相互转化着的ꎮ 譬如ꎬ 战争中的胜利者和失败者ꎬ 是对立的、
矛盾着的两个方面ꎮ 然而ꎬ 在一定的时候和一定的条件下ꎬ 胜利者有可能转变为失败者ꎮ 失败者在

一定的时候和一定的条件下ꎬ 可以转变为胜利者ꎮ 由于黑格尔是一名唯心主义者ꎬ 他所指的事物之

间的联系、 运动、 变化和转化ꎬ 不是客观物质世界在人头脑中的反映ꎬ 而是先于客观物质世界而存

在的某种 “绝对精神” 运动和变化的法则ꎮ 马克思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合理内核ꎬ 即关于事

物相互联系、 相互作用、 运动、 变化和发展的思想内容ꎬ 创立了唯物辩证法ꎮ 这是人们认识客观事

物及其发展规律的重要思想工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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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 一文中ꎬ 马克思实际上是运用唯物辩证法来认识中国 “革命” 与欧

洲革命之间的关系的ꎬ 然而他以黑格尔关于 “两极相联” 的概念及思想为 “引子”ꎬ 展开了对此问

题的论述ꎮ 他说: “有一位思想极其深刻但又怪诞的研究人类发展原理的思辨哲学家ꎬ 常常把他所

说的两极相联规律赞誉为自然界的基本奥秘之一ꎮ 在他看来ꎬ ‘两极相联’ 这个朴素的谚语是一个

伟大而不可移易地适用于生活一切方面的真理ꎬ 是哲学家所离不开的定理ꎬ 就像天文学家离不开开

普勒的定律或牛顿的伟大发现一样ꎮ”① 他的意思是ꎬ 黑格尔极为重视 “两极相联” 即各种事物相互

联系、 相互作用、 不断运动、 变化和发展的原则或学说ꎬ 认为它反映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奥

秘ꎬ 是每一位哲学家都不可轻视或不可不用的思想方法ꎮ 马克思接着指出: “ ‘两极相联’ 是否就是

这样一个普遍的原则姑且不论ꎬ 中国革命对文明世界很可能发生的影响却是这个原则的一个明显例

证ꎮ 欧洲人民的下一次起义ꎬ 他们下一阶段争取共和自由、 争取廉洁政府的斗争ꎬ 在更大的程度上

恐怕要决定于天朝帝国 (欧洲的直接对立面) 目前所发生的事件ꎬ 而不是决定于现存其他任何政治

原因ꎬ 甚至不是决定于俄国的威胁及其带来的可能发生全欧战争的后果ꎮ 这看来像是一种非常奇怪、
非常荒诞的说法ꎬ 然而ꎬ 这决不是什么怪论ꎬ 凡是仔细考察了当前情况的人ꎬ 都会相信这一点ꎮ”②

在这里ꎬ 马克思以中国 “革命” 和欧洲革命的关系ꎬ 即它们之间相互联系、 相互促进的联系ꎬ 证明

了黑格尔 “两极相联” 学说或原则的正确性和适用性ꎮ 他特别指出ꎬ 欧洲人民的下一次革命斗争ꎬ
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国内发生的事件ꎬ 即取决于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ꎬ 而不是取决于欧洲现成

的各种政治原因ꎬ 不是取决于沙皇俄国对西欧的威胁以及沙俄对西欧发动的战争ꎮ 在这里ꎬ 马克思

把中国 “革命” 对欧洲革命的正面影响提到一个空前的高度上来认识ꎮ
可见ꎬ 马克思提出和论述了黑格尔关于 “两极相联” 的辩证的思想方法ꎬ 而且以中国 “革命”

与欧洲革命之间的关系证明了它的正确性和可适用性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 马克思只是以黑格尔的概念

为引子ꎬ 展开了对问题的阐述ꎮ 他不是以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论述这个问题ꎬ 而是以唯物辩证

法对问题进行研究和论述的ꎮ

二、 英国的大炮推动了中国的 “革命”

无疑ꎬ “英国的大炮” 是英国对中国侵略和掠夺的同义语ꎮ 马克思曾经指出: 由于英国的大炮ꎬ
“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ꎬ 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ꎬ 人权横遭侵犯ꎬ 这

一切都是在 ‘中国人的挑衅行为危及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 这种站不住脚的借口下发生的!”③ 这

里ꎬ 马克思对英国侵略者的残暴行为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ꎮ
可是ꎬ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ꎬ 任何事物的后果或作用都是多方面的ꎮ 马克思根据这个思想

方法看 “英国的大炮”ꎬ 认为它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和中国 “革命” 具有积极的作用ꎮ
１. 英国的大炮击破了 “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ꎬ 使中国人民产生了斗争和 “革命” 的精神

中国的封建社会延续了漫长的历史ꎮ 在封建社会ꎬ 农民个体小生产者占人口的绝大多数ꎬ 他们

是维持和支撑封建社会存在和延续的主体ꎮ 这个阶级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的政治意识

和政治态度ꎬ 即他们在社会生活中不能自己代表自己的利益ꎬ 不能通过适当的方式或途径表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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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要求ꎮ 因而他们希望有一个高高在上的、 强有力的行政权力来代表他们ꎬ 从 “上面” 给他们

洒下阳光和雨露ꎮ 这个强有力的行政权力就是皇帝ꎮ 当然ꎬ 某个皇帝是不是好皇帝ꎬ 农民是无法鉴

别的ꎮ 一代一代的农民只能崇拜和拥戴一代一代的皇帝ꎮ 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的统治者则以各种方

式制造对皇帝的迷信ꎮ 他们抛出 “真龙天子” 的概念ꎬ 以天帝之子抬高自己的身份ꎬ 以各类神话传

说来证明自己不平凡的身世ꎬ 以达到愚弄民众的目的ꎮ 他们推出 “天庭” “地府” “人间” 的概念ꎬ
说天庭由玉帝统治ꎬ 地府由阎王统治ꎬ 而人间则由皇帝统治ꎬ 从而强调皇权统治的必然性ꎮ 到了清

朝ꎬ 农民一如既往地崇拜和拥戴皇帝ꎬ 皇帝们也一如既往地洋洋自得于 “天子” 的地位和无尽的享

受ꎬ 并且认定他们所拥有的一切将是 “万世长存” 的ꎮ 可是ꎬ 在鸦片战争中ꎬ 英国的大炮击破了皇

帝的声望和农民对皇帝的迷信ꎮ 马克思说ꎬ “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ꎬ 天朝

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①ꎮ 他说到的事实是这样的: １８４１ 年 １ 月英军出动海陆军ꎬ 发起虎门之

战ꎮ 道光帝下令对英宣战ꎬ 从各地调兵万余人赴粤作战ꎬ 但不敌英军ꎬ 虎门炮台失陷ꎮ ５ 月英军对

广州发起进攻ꎬ 炮击广州城ꎮ 广州附近要地全失ꎬ 清军尽退城内ꎬ 且竖起白旗求和ꎮ １８４１ 年 ８ 月英

军舰船 ３７ 艘、 陆军 ２５００ 人离香港北上ꎬ 攻破福建厦门ꎬ 并北进浙江ꎬ １０ 月先后占领定海和宁波ꎮ
１８４２ 年 ８ 月ꎬ 英舰进逼南京下关江面ꎬ 扬言要进攻南京城ꎮ 清政府被迫在南京的静海寺与英国政府

议约ꎬ 全部接受了英国提出的议和条款ꎬ 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即中英 «南京条

约»ꎮ 其内容包括割让香港岛ꎬ 向英国赔偿鸦片烟价、 商欠、 军费共 ２１００ 万银圆ꎬ 开放广州、 福州、
厦门、 宁波、 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ꎬ 允许英人居住并设立领事馆等ꎮ 这场战争的失败ꎬ 不是中国人

民反对侵略战争的失败ꎬ 是天朝帝国封建皇权的失败ꎮ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ꎬ 以皇帝为代表的统治制度ꎬ 有一个完整的自上而下的权力实施系统ꎮ

如有朝廷各个方面的官员ꎬ 有省一级、 县一级等各个层级、 各个方面的官员等ꎮ 特别是省、 县级的

地方官员ꎬ 在辖区的事务管理中具有至高的权力ꎮ 马克思指出: “正如皇帝通常被尊为全中国的君

父一样ꎬ 皇帝的官吏也都被认为对他们各自的管区维持着这种父权关系ꎮ”② 他的意思是ꎬ 各级地方

官吏ꎬ 如同地方范围内的皇帝一样ꎮ 他们视人民为 “子民”ꎬ 而人民则视他们为 “父母官”ꎮ 他们的

权力和权威是人民不可以和不敢冒犯的ꎮ 可是ꎬ 随着英国的大炮袭来和皇权的 “扫地以尽”ꎬ 这些

地方官员的权威即他们对人民的父权关系也遭到严重的损毁ꎮ 也就是说ꎬ 中国人民对皇权迷信的破

灭连带性地造成了他们对地方官员的 “父权” 意识的破灭ꎮ 而且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ꎬ 即由于英国

对中国的鸦片贸易以及朝廷的禁烟命令ꎬ 不少地方官员靠纵容私贩鸦片发国难财ꎬ 已经深深陷入行

贿受贿的污泥之中ꎮ 这样的地方官员以及权力体系必然遭到人民的唾弃ꎮ 马克思针对此说: “几乎

不言而喻ꎬ 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ꎬ 皇帝及其周围墨守成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

的统治权ꎮ 历史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ꎬ 然后才能把他们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

似的ꎮ”③ 这里的意思是ꎬ 鸦片是一种麻醉剂ꎬ 吸食者将受到毒害ꎮ 但是由于这个东西ꎬ 即由于鸦片

以及由此而来的战争ꎬ 中国人民将苏醒过来ꎬ 肃清鸦片的毒害ꎬ 并且清除思想上对皇权的迷信和抛

弃对地方官员 “父权” 关系的意识ꎬ 担起改变中国面貌的责任ꎮ
在马克思的思想中ꎬ 由于中国人民对皇权迷信的破灭以及他们抛弃对地方官员的 “父权” 意

识ꎬ 中国的 “革命” 将不可避免地爆发ꎮ 历史验证了马克思的思想ꎮ １８５１ 年中国爆发了太平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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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ꎮ 当年 １ 月ꎬ 太平天国首领洪秀全召集 ２ 万余人在广西金田村宣布起义ꎬ 建号 “太平天国”ꎮ
在广西、 湖南等地转战两年后ꎬ １８５３ 年 １ 月攻占武昌ꎬ 震动清廷ꎮ ２ 月ꎬ 洪秀全等率 ５０ 万人、 船 １
万余艘ꎬ 沿江东下ꎬ 连克九江、 安庆、 芜湖ꎬ 势如破竹ꎮ ３ 月中旬占领江南重镇江宁 (今南京)ꎬ 定

为都城ꎬ 改称天京ꎮ 随即派军两支攻占镇江、 扬州ꎬ 与天京形成掎角之势ꎮ １８５３ 年 ５ 月ꎬ 太平军由

浦口出发ꎬ 经安徽、 河南、 山西、 直隶 (今河北)ꎬ 长驱北上ꎮ 马克思通过相关的资料ꎬ 洞悉上述

事实ꎮ 他在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 一文中指出: “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经延续了约十年之久ꎬ
现在汇合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ꎻ 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ꎬ 也不管这些原因是通过

宗教的、 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ꎬ 推动了这次大爆发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ꎬ 英国用大

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ꎮ”① 在这里ꎬ 马克思把太平天国 “革命” 与鸦片战争联系起来ꎬ
认为英国企图以大炮的威力强迫中国接受鸦片这种麻醉剂ꎬ 结果一是导致了中国人民的清醒和觉醒ꎬ
二是激化了中国的各种社会矛盾ꎬ 推动爆发了太平天国 “革命”ꎮ 可以看出ꎬ 在马克思的思想中ꎬ
英国政府的对外战争政策即其对中国的大炮政策ꎬ 同中国国内发生的 “革命” 有着密切的联系ꎬ 或

者说它对这场革命起着 “推动” 的作用ꎮ
２. 英国的大炮迫使天朝帝国与外部世界接触ꎬ 随着外部新事物进入中国ꎬ 必将导致中国封建制

度的 “解体”
中国在历史上并非向来热衷于实施闭关自守和盲目排外的政策ꎮ 如盛唐时期ꎬ 实行了积极的对

外交流政策ꎮ 这一时期ꎬ 朝廷支持玄奘西游和鉴真东渡ꎬ 接收各国遣唐使节ꎬ 有力地促进了政治、
经济和文化的传播和交流ꎮ 唐朝与西域各国交往密切ꎬ 把西域的一些农作物品种引进到中原地区ꎬ
促进了中原农业的发展ꎮ 明朝后期ꎬ 由于沿海地区常常有倭寇侵扰ꎬ 朝廷开始实施闭关锁国政策ꎮ
清朝以后ꎬ 进一步实施这样的政策ꎮ 清朝统治者为了从政治上、 经济上和文化上加强控制和统治ꎬ
把闭关自守和盲目排外的政策演绎到极致ꎮ 从顺治元年到康熙 ２３ 年的 ４０ 年间ꎬ 清政府为对付台湾

反清势力ꎬ 令沿海一带 “片板不准下海” “片帆不准入口”ꎮ 以后随着台湾的统一ꎬ 虽逐渐放宽海

禁ꎬ 允许中国商民出海贸易ꎬ 但是对于外贸仍有许多限制ꎮ 康熙 ５６ 年海禁又趋严格ꎮ 乾隆 ２２ 年ꎬ
将外商来华通商口岸限定在广州一地ꎬ 关闭漳州、 宁波、 云台山等三口岸ꎮ １７９３ 年ꎬ 英国人马戈尔

尼率团来华时ꎬ 曾要求与华通商ꎬ 乾隆皇帝傲慢地说: “天朝物产丰盈ꎬ 无所不有ꎬ 原不藉外夷货

物以通有无ꎮ” 乾隆皇帝明明惊诧和赞赏西方的钟表仪器ꎬ 却鄙夷为 “淫巧”ꎬ 放不下 “泱泱大国”
的空架子ꎮ 清政府的闭关自守和排外政策ꎬ 限制了中国对外贸易和航海事业的发展ꎬ 限制了中国人

世界视野的形成ꎬ 妨碍了中国吸收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ꎬ 使中国丧失了许多发展机遇ꎮ
马克思认识到ꎬ 由于英国对中国的工业品贸易和鸦片贸易ꎬ 以及英国对中国的战争ꎬ 中国对外部世

界的大门终于被打开ꎬ 它同西方世界开始有了联系ꎮ 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ꎬ 英国的大炮不仅使中国

的皇权扫地以尽ꎬ 而且ꎬ “野蛮的、 闭关自守的、 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ꎬ 开始同外界发生

联系”②ꎮ 在马克思的思想中ꎬ 中国同外面的世界发生了联系ꎬ 意味着西方人追求科学、 进步、 自

由、 民主的新思想将进入中国ꎬ 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及机器大生产也将进入中国ꎬ 这是中国的社会制

度发生变革的巨大推动力ꎮ
在马克思的思想中ꎬ 中国由于同外部世界产生了联系ꎬ 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将发生重大

的改变ꎮ 在中国封建社会ꎬ 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ꎮ 当时ꎬ 英国驻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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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某官员在有关文章中写道: 在中国ꎬ 秋季庄稼收获完成以后ꎬ 农户家中的全体人员ꎬ 不分男女老少ꎬ
凡有劳动能力的ꎬ 都一起去梳棉、 弹棉花、 纺纱和织布ꎮ 他们织成的布ꎬ 粗重而结实ꎮ 用这种布料制

成衣服ꎬ 足可经得起两三年的使用ꎮ 农民将自己穿戴需要之外余下的布料拿到附近城镇去卖ꎬ 城镇的

小型制衣店主就收购这种粗布制成衣服ꎬ 供应城镇居民和河上的船民ꎮ 中国 ９ / １０ 的人都穿这种粗布制

成的衣服ꎮ 而以这种粗布的结实度而论ꎬ 国外输入的布料是完全不可以与之比肩的ꎮ 该英国官员还写

道ꎬ 中国的农民不单单是一个农民ꎬ 他们既是庄稼汉又是工业生产者ꎮ 他们生产布匹和衣服ꎬ 除棉花

生产原料的成本外ꎬ 简直不费分文ꎮ 中国人有着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ꎮ 一个以体力劳动为生的中国人ꎬ
购置一件新衣服后至少要穿上三年ꎬ 而且这期间这件衣服要经受得起干重体力活的磨损ꎬ 否则他没有

意愿也没有能力添置新衣服ꎮ 在有的中国家庭ꎬ 上辈人穿过的衣服ꎬ 如果还能继续穿的话ꎬ 下辈人接

着穿ꎮ 不到非添置不可的时候ꎬ 无论衣服多么便宜他们都不会买ꎮ 这体现出中国人勤俭节约的生活习

惯ꎬ 也体现出他们对于传统服式即上辈人服式的热爱ꎮ 由于鸦片战争叩开了中国的大门ꎬ 中国同外部

世界发生了联系ꎬ 中国人的传统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将发生改变ꎮ 如中国城市出现了用机器生产的

纺纱厂和织布厂ꎬ 生产效率高ꎬ 农民则会选择将自己生产的棉花出售给纺纱厂ꎬ 从城市购买由织布厂

和制衣厂生产的美观的服饰ꎮ 农业机械厂和新的农业机械出现了ꎬ 农民则会选择购买新机器进行生产ꎬ
大大提高了生产劳动效率ꎬ 从而有较多的劳动产品可以用于交换ꎮ 这种情景说明ꎬ 中国传统的生产方

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改变ꎮ 对于中国由于鸦片战争而国门开启ꎬ 同外部世界发生联系ꎬ 以及由此产

生的社会影响ꎬ 马克思说: “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ꎬ 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

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ꎬ 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ꎬ 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

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ꎮ”① 这是一个十分生动的例子ꎮ “木乃伊” 保存在密闭的棺材里可以保存

很长的时间ꎬ 一旦接触到新鲜空气即告 “解体”ꎮ 闭关锁国可以使国内的社会制度保持很长的时间ꎬ 一

旦开启国门同外部世界发生联系ꎬ 国内的社会制度即告 “解体”ꎮ 在马克思的思想中ꎬ 鸦片战争和中国

同外部世界发生联系具有这样的意义ꎮ
３. 英国的大炮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种种痛苦ꎬ 激化了中国的社会矛盾ꎬ 促进了中国人民斗争的发展

鸦片战争爆发后ꎬ 侵略者所到之处ꎬ 凶残地进行屠杀和抢劫ꎮ 中国人民面对侵略者的残暴行径ꎬ
展开了英勇的斗争ꎮ １８４１ 年 ５ 月 ２９ 日ꎬ 盘踞在广州北郊四方炮台的英军ꎬ 闯入三元里骚扰抢劫ꎮ
当地群众奋起抗击ꎬ 打死英军数名ꎮ 随后ꎬ 全村男女老少在三元古庙集合ꎬ 以三星旗为令旗ꎬ “旗
进人进ꎬ 旗退人退”ꎮ 同时ꎬ 他们还联络了附近的数千农民和手工业者ꎬ 手持大刀、 长矛ꎬ 冒雨迎

敌ꎮ 第二天清晨ꎬ ２ 万多民众高举三星旗ꎬ 把四方炮台围得水泄不通ꎮ 这场斗争虽未取得最后的胜

利ꎬ 但它展示了中国人民不怕牺牲、 敢于同强敌斗争到底的英勇气概ꎮ 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广大人

民ꎬ 也积极地行动起来ꎬ 坚持进行反侵略斗争ꎮ 英军攻陷厦门ꎬ 当地民众自动组织起来ꎬ 袭击英军ꎬ
迫使侵略军退守鼓浪屿ꎮ 英军入侵浙江ꎬ 浙江人民组织 “黑水党”ꎬ 狠狠地打击英军ꎮ 侵略军进犯

长江后ꎬ 沿江人民以多种方式袭击英军ꎬ 阻止英国舰队前进ꎮ 中国人民进行英勇的反侵略斗争ꎬ 是

英国侵略者在侵占地域实施残酷暴行的结果ꎮ 他们对中国的城市进行炮轰ꎬ 对手无寸铁的群众进行

枪击ꎬ 抢劫财物ꎬ 烧毁房屋ꎬ 无恶不作ꎮ 中国人民进行反侵略斗争ꎬ 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ꎬ 也

锤炼和增长了中国人民同强敌作斗争的意志ꎮ
中国人民所遭受的苦难ꎬ 还包括这个时期国外商品的输入以及原来生活方式的改变而一时间造成

的各种困苦ꎮ 马克思在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 一文中指出ꎬ 中国过去几乎不输入英国的棉织品ꎬ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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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毛纺织品的输入也微不足道ꎮ 可是在鸦片战争的前几年ꎬ 英国这两种商品对中国的输出大大地增

加了ꎮ 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也向中国输出这些商品ꎮ 这个事实的结果是ꎬ 中国的棉纺织工业受到了冲

击ꎬ 中国农村的自给自足的生产者一时间陷入无出路的境地ꎮ 如同马克思所指出的: “中国的纺织业者

在外国的这种竞争之下受到很大的损害ꎬ 结果社会生活也受到了相应程度的破坏ꎮ”①

中国人民所遭受的苦难ꎬ 还在于英国索取战争赔款等原因ꎬ 使中国已到民不聊生的地步ꎮ 在中

国封建社会ꎬ 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ꎬ 处在社会的底层ꎬ 深受剥削和压迫ꎬ 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ꎮ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ꎬ 英国向中国索取 ２１００ 万银圆的赔款ꎬ 此负担全加在劳动人民的身上ꎮ 此时

鸦片贸易日甚ꎬ 许多人的身心受到严重伤害ꎬ 同时他们家庭的生活已经无以为继ꎮ 在这一时期ꎬ 清

朝各级衙门的腐败登峰造极ꎬ 其表现之一是从朝廷到各地方衙门争先以各种名目对人民增加税款ꎮ
此情景下中国人民的生活不是用一句 “苦难深重” 可以说明白的ꎮ 马克思在文章中写道: “中国在

１８４０ 年战争失败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 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 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

流、 外国竞争对本国工业的破坏性影响、 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ꎬ 这一切造成了两个后果: 旧税更重

更难负担ꎬ 旧税之外又加新税ꎮ”② 他引用清朝皇帝上谕中的话语: “小民其何以堪”ꎮ 即认为由于各

种压迫和剥削ꎬ 老百姓已经无法活下去了ꎮ 马克思还写道ꎬ “所有这些同时影响着中国的财政、 社

会风尚、 工业和政治结构的破坏性因素ꎬ 到 １８４０ 年在英国大炮的轰击之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③ꎮ
意思是说ꎬ 中国原来政治制度上的弊端ꎬ 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陋习和困难ꎬ 以及劳动人民极端困苦的

境况ꎬ 都因为英国的大炮即鸦片战争而更趋严重ꎮ 中国的出路何在? 用马克思的话来说ꎬ 旧中国

“必然要解体”ꎮ 恩格斯指出: “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ꎬ 那就是旧中国的死亡时刻正在迅速临近ꎮ”
“过不了多少年ꎬ 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ꎬ 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

光ꎮ”④ 可见ꎬ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对于中国的新生充满了信心和希望ꎮ

三、 中国革命的火星将把欧洲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

在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 中ꎬ 马克思在论述了英国的大炮即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特别是对

中国人民 “革命” 的影响以后ꎬ 笔锋一转ꎬ 写道: “可是现在ꎬ 当英国引起了中国革命的时候ꎬ 便

发生一个问题ꎬ 即这场革命将来会对英国并且通过英国对欧洲发生什么影响? 这个问题是不难解答

的ꎮ”⑤ 他的意思是ꎬ 中国的 “革命” 势必对英国有所影响ꎬ 而且将通过英国而对整个欧洲产生影

响ꎮ 同时他认为ꎬ 解答这个问题是不困难的ꎮ
１. 中国的 “革命” 将导致英国在中国的市场缩小ꎬ 从而加速英国的经济危机

历史证明ꎬ 资本主义生产存在和发展的条件ꎬ 是市场能够容纳社会生产所创造的财富ꎬ 简言之ꎬ
各个企业生产的产品能够通过市场销售出去ꎮ 如果某一个时期各个企业生产的产品不能通过市场销

售出去ꎬ 造成产品严重的积压ꎬ 企业就将停止生产ꎮ 这就表示企业停产、 银行倒闭、 生产资料被闲

置、 产品被销毁的经济危机已经发生ꎮ 马克思结合当时英国的实际指出: “我们时常提请读者注意

英国的工业自 １８５０ 年以来空前发展的情况ꎮ 在最惊人的繁荣当中ꎬ 就已不难看出日益迫近的工业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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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的明显征兆ꎮ”① 这一时期ꎬ 由于发现了澳大利亚ꎬ 由于加利福尼亚并入美国ꎬ 英国国内大量的人

口流向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ꎬ 减轻了国内发展中的诸多压力ꎮ 但马克思仍然认为ꎬ 英国面临着危

机ꎮ 这就是他所说的: “尽管有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发现ꎬ 尽管人口大量地、 史无前例地外流ꎬ
但是ꎬ 如果不发生什么意外事情的话ꎬ 到一定的时候ꎬ 市场的扩大仍然会赶不上英国工业的增长ꎬ
而这种不相适应的情况也将像过去一样ꎬ 必不可免地要引起新的危机ꎮ”② 在马克思的思想中ꎬ 资本

主义生产固有的问题之一ꎬ 是市场的扩大赶不上生产的增长ꎬ 发生经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ꎮ 此时的

英国正面临这样的问题ꎮ
就英国在中国的市场来看ꎬ 有一个变化过程ꎮ １８３３ 年以前ꎬ 英国设置于印度的东印度公司垄断

对中国的贸易权ꎬ 阻碍了英国国内对中国的贸易ꎮ １８３３ 年英国政府取消了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贸易的

垄断权ꎬ 有利于英国对中国贸易的进展ꎮ 此前ꎬ 英国对中国的输出总值只有 ６０ 万英镑ꎬ １８３６ 年则

达到 １３２ ６ 万英镑ꎬ １８４５ 年增加到 ２３９ ４ 万英镑ꎬ １８５２ 年增长到 ３００ 万英镑③ꎮ 相比较而言ꎬ 中国

出口英国的商品总值则比较高ꎬ １８４２ 年以前约为 ７００ 万英镑ꎬ 以后逐年增多④ꎮ 英国政府认为ꎬ 从

中国进口的商品多ꎬ 有利于英国的商品向中国出口ꎬ 即只有让中国的生产者赚到钱ꎬ 他们才有能力

多购买英国的商品ꎬ 英国在中国的市场才有可能扩大ꎮ 所以它们不在意对中国的贸易逆差ꎬ 并且于

１８５２ 年还降低了中国茶叶进口税ꎬ 力求增大中国茶叶的进口和扩大同中国的贸易ꎮ 正如马克思所说

的: “英国需要开辟新市场或扩大旧市场ꎬ 这是英国降低茶叶税的主要原因之一ꎬ 因为英国预期ꎬ
随着茶叶进口量的增加ꎬ 向中国输出的工业品也一定会增加ꎮ”⑤

１８５２ 年第 １ 季度ꎬ 中国向英国的茶叶出口增加了 ２００ 万磅ꎮ 之所以有这些增加: 一是因为前一

年年底市场不景气ꎬ 大量的茶叶库存ꎬ 新的一年这些库存的茶叶大量出售ꎮ 二是因为中国人知道英

国通过了降低茶叶税的法律ꎬ 刺激了出售茶叶的热情ꎬ 把全部可以出售的茶叶投放到了市场ꎮ 可是ꎬ
看看下一个季度英国从中国收购茶叶的情况ꎬ 形势则十分不妙ꎮ 马克思援引伦敦一家大茶叶公司相

关 “通信” 中的内容说: 由于中国的太平天国 “革命”ꎬ 上海的恐慌达到极点ꎬ 人们抢购黄金贮藏

而使黄金的价格上涨了 ２５％以上ꎬ 市场上根本看不到白银ꎮ 英国的轮船向中国缴纳关税需要白银ꎬ
但是 “根本弄不到”ꎮ 金银的缺乏对于商业特别是对于英国商人从中国市场上收购商品极为不利ꎮ
英国商人只有手中有金银ꎬ 才可以到市场上收购商品ꎮ 马克思说: “中国人虽然也同革命震荡时期

的一切人一样ꎬ 愿意将他们手上全部的大批存货卖给外国人ꎬ 可是ꎬ 正像东方人在担心发生大变动

时所做的那样ꎬ 他们也会把他们的茶和丝贮存起来ꎬ 非付给现金现银是不大肯卖的ꎮ”⑥ 面对这样的

形势ꎬ 英国可以采取的办法只能是: 提高英国国内茶叶的消费价格ꎬ 以英国的金银到中国收购茶叶ꎬ
同时提高在中国市场上收购茶叶的价格ꎮ 尽管如此ꎬ 它在中国的市场还是会大大缩小ꎮ 马克思针对

此说: “英国就不免要面临这样的问题: 它的主要消费品之一涨价ꎬ 金银外流ꎬ 它的棉毛织品的一

个重要市场大大缩小ꎮ”⑦ 这说明ꎬ 马克思从中国的金融市场紊乱看到英国从中国进口商品的困难ꎬ
更看到英国在中国的市场缩小的问题ꎮ 关于这个问题ꎬ 马克思还援引英国 «经济学家» 杂志上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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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ꎬ 我们千万不可沾沾自喜ꎬ 以为给我们在中国出口货物找到了同以前一样大的市场ꎮ 更可能的是ꎬ
我们对中国的出口贸易要倒霉ꎬ 对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的产品的需求量要大大减少①ꎮ 马克思看到

英国在中国的市场缩小ꎬ 如同他看到了英国面临经济危机的前景一样ꎮ
２. 英国在中国的市场缩小的时候ꎬ 适逢英国国内的农产品涨价和对工业品的需求大大减少ꎬ 英

国工业生产体系的危机不可避免

１８５３ 年 ５ 月ꎬ 英国的 «经济学家» 杂志公开披露了当年英国农业生产十分不堪的情形: 在英国

南部ꎬ 有许多田地错过各种作物的农时而未播种ꎬ 许多已经播种的田地里也满地杂草ꎬ 不利于谷物

生长ꎮ 在阴湿贫瘠的土地上播种小麦ꎬ 预示着歉收和灾荒ꎮ 种植饲料的时节已经过去了ꎬ 但完成播

种的却很少ꎮ 种植芜菁的季节也快要过去ꎬ 然而种植这一重要作物的必要准备工作却一点也没有做

好ꎮ 雪和雨严重阻碍了燕麦的播种ꎮ 早播种下去的燕麦很少ꎬ 而晚播种的燕麦是很难有好收成的ꎮ
许多地区牲畜的损失也相当大②ꎮ 农业生产的此种情形预示着农产品的涨价ꎮ 而且就在 １８５３ 年年

初ꎬ 谷物以外的农产品的价格已经比上年涨了 ２０％—３０％ ꎬ 有的甚至 ５０％ ꎮ 农产品涨价ꎬ 意味着城

镇居民必须以更多的钱来购买农产品ꎬ 以获得基本的生活条件ꎮ 这样ꎬ 他们将少有钱或者无钱购买

工业品ꎮ 英国国内的工业品市场将不可避免地缩小ꎮ 马克思就此指出: “不要忘记ꎬ 茶叶这样一种

必需品涨价和中国这样一个重要市场缩小的时候ꎬ 将正好是西欧发生歉收因而肉类、 谷物及其他一

切农产品涨价的时候ꎮ 这样ꎬ 工厂主们的市场就要缩小ꎬ 因为生活必需品每涨一次价ꎬ 国内和国外

对工业品的需求量都要相应地减少ꎮ”③ 他的这个论断ꎬ 一是指明了农产品涨价与工业品市场缩小之

间的必然联系ꎬ 二是指明了英国在中国的市场缩小与英国国内工业品市场缩小的巧合关系ꎮ
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ꎬ 具有周期性的特点ꎮ 一般来说ꎬ 由交易停止、 工厂停产、 破产发生ꎬ 到

生产和交换逐渐恢复ꎬ 步伐逐渐加快ꎬ 快走转为跑步ꎬ 再到交易停止和停产整个过程为十年左右ꎮ
１８５３ 年的英国ꎬ 从 １８４７ 年的经济危机以来ꎬ 已经走过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个周期的大半路程ꎬ
离下一次危机已经不远ꎮ 马克思说: “在这样的情况下ꎬ 既然英国的贸易已经经历了通常商业周期

的大部分ꎬ 所以可以有把握地说ꎬ 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

雷上ꎬ 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ꎬ 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ꎬ 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

革命ꎮ”④ 他的意思是说ꎬ 英国的工业品市场缩小ꎬ 意味着它孕育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ꎮ 中国的 “革
命” 使得英国在中国的市场缩小ꎬ 给英国孕育过程中的经济危机火上浇油ꎬ 如同将火星抛到地雷上ꎬ
使地雷爆炸ꎬ 或者说使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ꎮ 从理论上说ꎬ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ꎬ 证明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太狭窄ꎬ 它已经容纳不下它所创造的生产力ꎮ 现代社会两个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以

及相关的社会矛盾都会激化ꎬ 这时的英国以及欧洲将不可避免地爆发一场政治大革命ꎮ
３. 由于欧洲各国在经济生活和政治上的密切联系ꎬ 英国的经济危机和革命势必扩展为全欧洲的

危机和革命

由 １８４７ 年欧洲的经济危机可以看出欧洲各国在经济生活中密切的关系ꎮ 这场经济危机从英国开

始ꎮ １８４５ 年 １０ 月英国的经济危机已初露端倪ꎬ 股票价格大幅度下跌ꎬ 许多公司面临倒闭ꎮ １８４７ 年

秋天ꎬ 农业减产和金融业动荡ꎬ 导致经济危机爆发ꎮ 最先受到影响的是纺织业ꎬ 有 ７０％以上的纺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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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陷入失业或半失业的状况ꎮ 英国的危机很快影响到其他国家ꎮ 在法国ꎬ 面包价格飞涨ꎬ 工人的

工资必须全部用来购买面包ꎮ 由于人们无能力购买服装ꎬ 许多纺织厂陷入倒闭ꎮ 德国于 １８４５—１８４６
年发生农业歉收ꎬ １８４７ 年又爆发工商业危机ꎮ 当时ꎬ 法国和德国的整个工业生产遭到严重的冲击ꎮ

由 １８４８ 年欧洲革命可以看出欧洲各国在政治生活中的密切联系ꎮ １８４８ 年 １ 月ꎬ 意大利西西里

岛巴勒莫的人民首先举起武装起义的旗帜ꎬ 击败国王的军队ꎬ 建立了自由派的临时政府ꎮ 米兰、 威

尼斯等地也相继爆发起义ꎮ 意大利人民的斗争对法国产生影响ꎮ 同年 ２ 月 ２２ 日ꎬ 法国 “二月革命”
爆发ꎮ 人们冒雨走上街头ꎬ 高喊口号冲击政府机关ꎮ ２ 月 ２３ 日ꎬ 起义群众同政府军进行激战ꎬ 各工

厂的工人也自发地举行了总罢工ꎮ 法国人民决定推翻七月王朝ꎬ 建立共和国ꎮ 他们坚守堡垒ꎬ 继续

战斗ꎮ ２ 月 ２５ 日ꎬ 革命临时政府宣布成立共和国ꎬ 即法兰西第二共和国ꎮ 这一时期ꎬ 英国人民争取

获得选举权的宪章运动也走向了高潮ꎮ 在上述革命斗争特别是法国 “二月革命” 的影响下ꎬ 德国各

地爆发了革命运动ꎮ 与法国毗邻的巴登、 巴伐利亚、 萨克森等几个邦ꎬ 人民举行集会、 示威游行ꎬ
高呼 “共和国万岁”ꎬ 要求废除封建特权ꎬ 在普选基础上产生全德议会ꎮ ３ 月ꎬ 柏林各阶层人民也行

动起来ꎮ ３ 月 １８ 日ꎬ 柏林群众包围了王宫ꎬ 筑起了街垒ꎬ 到 ２０ 日ꎬ 起义取得胜利ꎮ 随后ꎬ 东南欧

被压迫民族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对外族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ꎮ
鉴于欧洲各国人民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密切相关ꎬ 马克思说ꎬ 中国的 “革命” 将火星抛向欧

洲的地雷时ꎬ 不是英国一个国家引起爆炸ꎬ 而是欧洲各国都引起爆炸ꎬ 是整个欧洲普遍的经济危机ꎬ
是整个欧洲的一场政治革命ꎮ

四、 对马克思相关思想的评论

马克思关于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 “两极相联” 的思想ꎬ 科学地揭示了中国和欧洲在社会事变、
政治事变上相互关联、 相互作用的关系ꎮ 显然ꎬ 太平天国运动不是真正的 “革命”ꎬ 只是一场具有

一定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的事变ꎮ 这个事变由于本身所具有的意义以及由它产生的社会结果———金

融市场动荡ꎬ 黄金涨价和白银难求ꎬ 英国商人无白银收购中国的茶叶和丝绸ꎬ 相应地ꎬ 英国对中国

出口的工业品大大减少ꎮ 简言之ꎬ 英国在中国的市场大大缩小———对英国以及欧洲有影响ꎮ 它将促

进英国以及全欧洲经济危机的爆发ꎬ 并导致全欧洲发生政治大革命ꎮ 在马克思的思想中ꎬ 欧洲对中

国的影响ꎬ 不是英国革命或欧洲革命对中国的影响ꎬ 而是英国的大炮即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ꎮ 这

种影响是两方面的ꎮ 一是表现为西方列强对中国的野蛮侵略和掠夺ꎬ 中国人民遭受苦难和杀戮ꎮ 二

是表现为它使中国的皇权扫地以尽ꎬ 激发了人民斗争的精神ꎻ 让中国同外部世界接触ꎬ 让新的思想

和科学技术进入中国ꎬ 促进中国旧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解体ꎮ 既然欧洲对中国的影响是大炮的影

响即鸦片战争的影响ꎬ 所以这也不是革命的影响ꎬ 只是某种事变对中国的影响ꎮ 中国的社会事变和

政治事变对欧洲产生了影响ꎬ 欧洲的某种事变对中国产生了某种影响ꎬ 这是对当时实际情况的阐述和

说明ꎮ 马克思当时说过这样的话: “这将是一个奇观: 当西方列强用英、 法、 美等国的军舰把 ‘秩序’
送到上海、 南京和运河口的时候ꎬ 中国却把动乱送往西方世界ꎮ”① 他这里所说西方列强用军舰送来的

“秩序”ꎬ 指欧洲送来的对中国的影响是枪炮下的 “秩序”ꎮ 他这里所说中国向西方送去了 “动乱”ꎬ
指中国有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的事变对欧洲产生了或将要产生资产阶级统治者难以控制的社会局面

和政治局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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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马克思的思想展示了对唯物辩证法的科学运用ꎮ 一是在中国的社会事变、 政治事变与欧洲

的事变的关系的认识上科学运用了唯物辩证法ꎬ 即认为两个事物是相互联系、 相互促进并且不断向

前发展的ꎮ 二是在对英国大炮的作用的认识上科学运用了唯物辩证法ꎬ 即认为它的作用有两个方面ꎬ
而且两个方面是相互转化的ꎮ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ꎬ 关于 “两极相联” 的思想是不断向前发展的ꎮ
１８６９ 年马克思提出了英国无产阶级必须把国内的革命斗争同支持爱尔兰民族解放斗争结合起来

的思想ꎬ 即必须把 “两个打击方向” 统一起来的思想ꎮ １９ 世纪以前ꎬ 爱尔兰是英国的殖民地ꎮ １８０１
年ꎬ 英国统治者宣布爱尔兰和英国合并ꎬ 实际上是英国吞并了爱尔兰ꎮ 爱尔兰人民不断地进行民族

解放斗争ꎮ １９ 世纪中期ꎬ 英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蓬勃高涨ꎮ 马克思提出ꎬ 英国无产阶级必须把国

内的革命运动和支持爱尔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结合起来ꎮ 当时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ꎬ 必须使英

国的工人们产生一种信念ꎬ 即英国工人阶级在对爱尔兰的政策上还没有和本国统治阶级的政策一刀

两断以前ꎬ 在他们还没有做到和爱尔兰人民一致行动以前ꎬ 他们 “在英国本土就永远不会有所作

为”ꎮ “英国无产阶级解放的首要条件———推翻英国的土地寡头政权———也就不能实现ꎬ 因为当英国

的土地寡头政权在爱尔兰还保持着自己的非常巩固的前哨时ꎬ 它在英国本土的阵地就不可能被摧

毁ꎮ”① 如果英国无产阶级支持爱尔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ꎬ 使其获得胜利ꎬ “在那里ꎬ 只要事情掌

握在爱尔兰人民自己的手中ꎬ 只要他们成为自己国家的立法者和执政者ꎬ 只要他们获得了自治权ꎬ
那么消灭土地贵族 (其中大部分也就是英国的地主) 要比在这里容易得多”②ꎮ 马克思的意思是说ꎬ
如果英国无产阶级把斗争的重心放在爱尔兰ꎬ 支持那里人民的解放斗争ꎬ 则不仅可以使爱尔兰人民

获得民族解放ꎬ 而且爱尔兰人民的斗争必然沉重打击英国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ꎬ 为英国无产

阶级的革命斗争造成极好的条件ꎬ 有利于其取得胜利ꎮ 在马克思的思想中ꎬ 英国无产阶级的斗争有

两个打击方向ꎬ 一个方向是直接打击国内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ꎬ 第二个方向是支持爱尔兰民族解

放斗争ꎬ 站在爱尔兰人民的阵地上打击英国的统治阶级ꎮ 这两个打击方向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促进的

辩证关系ꎬ 第二个方向上的打击更加有力量和更加有效果ꎮ 在他看来ꎬ 英国无产阶级一是要把上述

两个打击方向统一起来ꎬ 二是要善于识别重点的打击方向ꎬ 把重要的打击力量放在重点的打击方向

上ꎮ 马克思的这个思想是对此前他提出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 “两极相联” 思想的丰富和发展ꎮ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提出了苏维埃共和国一方面团结西方各国工人的苏维埃运动ꎬ 另一方面团结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思想ꎬ 即把 “团结两种力量” 结合起来的思想ꎮ 十月革命后不

久ꎬ 苏维埃俄国处于国内战争的严峻形势下ꎬ 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将军队开进俄国ꎬ 以武力干涉俄国

革命ꎻ 俄国国内的各种反动势力得到外国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援助ꎬ 纷纷发动武装叛乱ꎬ 力图颠覆苏

维埃政权ꎮ 此时此刻ꎬ 列宁十分希望俄国革命能够得到西方无产阶级的支持ꎮ 而且列宁意识到ꎬ 根

据马克思主义原理ꎬ 无产阶级革命是国际性事业ꎬ 只有所有国家至少是西方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的

联合行动ꎬ 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胜利的目的ꎮ 所以ꎬ 这一时期列宁高度重视西方各国无产阶级的动向ꎮ
也是在这一时期ꎬ 由于十月革命的影响和推动ꎬ 东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此起彼

伏ꎬ 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东方的统治ꎬ 支持了苏维埃俄国的事业ꎮ 也就是ꎬ 这一时期国际上形成了两

种打击帝国主义的力量ꎮ １９２０ 年ꎬ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在有关文件中提出了苏维埃

俄国必须团结上述两种力量的思想ꎮ 他写道: “目前的世界政治形势把无产阶级专政提上了日程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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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政治中的一切事变都必然围绕着一个中心点ꎬ 就是围绕世界资产阶级反对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

的斗争ꎮ 而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必然是一方面团结各国先进工人的苏维埃运动ꎬ 另一方面团结殖民

地和被压迫民族的一切民族解放运动ꎮ”① 他的意思是ꎬ 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有待于巩固和加强ꎬ 西

方各国有待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ꎬ 苏俄一方面团结西方国家无产阶级建立苏维埃的运动ꎬ 另一方面

团结东方被压迫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运动ꎬ 则可以实现上述目的ꎮ 在列宁的思想中ꎬ 上述两种力量

是相互联系、 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ꎬ 苏维埃共和国把它们两者联合在一起ꎬ 可以起到革命力量大聚

合、 大增长的效应ꎮ 列宁的这个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上述马克思 “两极相联” 的思想ꎮ
在当代中国ꎬ 中国共产党人以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理念丰富和创新了上述思想ꎮ 如前所

述ꎬ 马克思关于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 “两极相联” 的思想ꎬ 指中国和欧洲在社会事变、 政治事变上

相互关联、 相互作用的思想ꎮ 可以想见ꎬ 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ꎬ 两者之间相互关联、 相互作用可以

引发一场政治大革命ꎮ 在另外一种历史背景下ꎬ 两者之间相互关联、 相互作用则可以形成共同发展、
互利共赢的态势和结果ꎮ 中国共产党正是基于对不同国家、 不同地域之间在发展上相互关联、 相互

作用的关系的认识ꎬ 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 日ꎬ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

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中提出: “人类命运共同体ꎬ 顾名思义ꎬ 就是每个民族、 每个

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ꎬ 应该风雨同舟ꎬ 荣辱与共ꎬ 努力把我们生于斯、 长于斯的这个

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ꎬ 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ꎮ”② 在他的思想中ꎬ 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ꎬ 中国共产党、 中国政府和全体中国人民都必须付出努力ꎬ 作出贡献ꎮ 其他区域各

个国家的政府、 政党以及人民也要为之作出努力ꎮ 这样各国政府之间的努力、 各个政党之间的努力、
各国人民之间的努力ꎬ 就能聚合在一起ꎬ 形成巨大的力量ꎬ 促进伟大目标的实现ꎮ 习近平还说:
“文明的繁盛、 人类的进步ꎬ 离不开求同存异、 开放包容ꎬ 离不开文明交流、 互学互鉴ꎮ 历史呼唤

着人类文明同放异彩ꎬ 不同文明应该和谐共生、 相得益彰ꎬ 共同为人类发展提供精神力量ꎮ”③ 他的

这个论断ꎬ 强调的是不同地区的文明成果即物质的成果和精神的成果都应该求同存异、 互学互鉴、 和

谐共生、 相得益彰ꎮ 这个思想体现了不同区域、 不同事物之间相互关联、 相互作用的思想ꎮ 上述习近

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ꎬ 同马克思关于中国和欧洲之间相互关联、 相互作用的思想一脉相承ꎮ 只是他立

足于当前的形势和任务ꎬ 更明确、 更具实践性和理论意义地提出了此问题ꎮ 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

马克思相关思想的丰富和创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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