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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领导俄国革命、 巩固苏维埃政权、 建设俄国社会主义和指导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的实践中ꎬ 列宁以马克思主义革命策略理论为指导ꎬ 创造性地回答了把工人阶级大多数吸引到社会

主义革命周围的途径ꎬ 组织共产党人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而奋斗的方式ꎬ 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

集团的态度ꎬ 加速瓦解和摧毁资产阶级政权机关的办法ꎬ 以及做好争取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决战准

备等策略问题ꎬ 形成了系统的社会主义革命策略思想ꎮ 在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整体仍处于低潮的

形势下ꎬ 深入学习列宁的革命策略思想ꎬ 对我们科学把握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低潮和高潮的辩证关系ꎬ

动员和鼓舞各国共产党人在低潮中奋进ꎬ 具有重要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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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革命策略问题上ꎬ 列宁以马克思主义策略理论为指导ꎬ 强调对每个历史关头的具体

特点和阶级对比关系作出经得起客观检验的最确切的分析ꎬ 并据此制定适合各国自身情况和特点的

革命策略ꎮ

一、 正确看待革命运动的低潮和高潮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说: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ꎬ 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ꎬ 并不是在他们自己

选定的条件下创造ꎬ 而是在直接碰到的、 既定的、 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ꎮ”① 无产阶级推进

社会主义革命ꎬ 同样要受历史条件的制约ꎮ 正如列宁指出的: “革命是不能 ‘制造出来’ 的ꎬ 革命

是从客观上 (即不以政党和阶级的意志为转移) 已经成熟了的危机和历史转折中发展起来的ꎮ”② 社

会主义革命的爆发不可能凭空发生ꎬ 当然也有其客观的具体的历史条件ꎬ 包括生产力发展程度、 各

国的具体国情 (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等)、 一定时期内的阶级力量对比、 无产阶级政党的成熟性、 无

产阶级及其他劳动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性等ꎮ 这些条件ꎬ 又可以简略归为两类ꎬ 一是生产力发展

水平ꎬ 二是无产阶级的准备ꎮ 正如列宁在分析巴黎公社失败原因时指出的: “胜利的社会革命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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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具备两个条件: 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无产阶级的充分准备ꎮ 但是在 １８７１ 年ꎬ 这两个条件都不具

备ꎮ”① 生产力发展的程度是客观的ꎬ 不能跳过或取消ꎬ 是无产阶级制定自己战略和策略的客观依

据ꎬ 而无产阶级的革命准备则依赖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理论水平、 革命首创精神和组织性、 纪律

性等ꎮ 这两类条件决定了无产阶级推进社会主义革命ꎬ 既要做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准备工作ꎬ 又

要头脑冷静ꎬ 不能超越或落后于生产力发展程度的客观条件ꎬ 犯 “左” 和右的错误ꎮ
在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两种历史条件的辩证关系问题上ꎬ 特别是涉及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时ꎬ

列宁与第二国际的 “正统马克思主义者” 长期存在着争论ꎮ 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等人过高估计生产

力因素ꎬ 片面强调生产力水平ꎬ 陷入 “唯生产力论” 的泥潭ꎮ 十月革命前ꎬ 普列汉诺夫就认为俄国

由于生产力落后不具备搞社会主义的条件ꎬ 宣称: “俄国历史还没有磨好将来要用它烤成社会主义

馅饼的那种面粉ꎮ”② 十月革命后ꎬ 俄国的孟什维克苏汉诺夫依然喋喋不休地说ꎬ “俄国生产力还没

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③ꎮ 甚至连考茨基都将苏维埃政权视作早产儿ꎬ 他这样形容十月

革命: “一个怀孕妇女ꎬ 她疯狂万分地猛跳ꎬ 为了把她无法忍受的怀孕期缩短并且引起早产ꎮ 这样

生下来的孩子ꎬ 通常是活不成的ꎮ”④ 列宁认为ꎬ 他们根本不理解革命辩证法这一马克思主义中有决

定意义的东西ꎬ 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ꎬ 并指出ꎬ 虽然当时俄国生产力落

后ꎬ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那种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ꎬ 而且有一个成熟

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坚强领导ꎬ 有正确的斗争策略ꎬ 无产阶级的革命准备已经相当充分ꎬ 而且所谓的

生产力落后也只是相对于当时的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而言ꎬ 俄国的资本主义在当时已经有了很大

程度的发展ꎬ 生产力并没有落后到那种没有或几乎没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水平ꎬ 况且建立社会主

义所需要的生产力水平本身就没有明确的界限ꎬ 它不是绝对的ꎬ 而是相对的、 可变动的ꎬ 俄国可以

先夺取革命胜利ꎬ 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提高生产力和文化水平ꎮ 正如列宁指出的:
“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ꎬ (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 ‘文化水平’ 究竟是什么

样的ꎬ 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ꎬ 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

平的前提ꎬ 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⑤

革命运动总会有低潮和高潮ꎬ 也总是在低潮与高潮的交替中前行ꎮ 对这种革命的低潮与高潮ꎬ 我

们也应以革命的辩证法来正确对待ꎮ 正如列宁指出的: “对运动ꎬ 不仅要从过去的观点来看ꎬ 而且要从

将来的观点来看ꎬ 并且不是像 ‘进化论者’ 那样庸俗地理解ꎬ 只看到缓慢的变化ꎬ 而是要辩证地理解:
‘在这种伟大的发展中ꎬ 二十年等于一天ꎬ 虽然以后可能又会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期’ꎮ”⑥

遵循革命的辩证法制定革命策略ꎬ 就可以使革命由低潮向高潮转化ꎮ 就是说ꎬ 在生产力条件既

定的情况下ꎬ 如果策略得当ꎬ 就可以大大发展革命阶级的力量ꎬ 促进低潮转化为高潮ꎬ 以及在高潮

到来之时能很好地抓住革命的时机ꎻ 如果策略不当ꎬ 革命阶级的力量就会停滞不前乃至大大受损ꎬ
必然延缓革命高潮的到来ꎬ 甚至在革命高潮到来时白白错失时机ꎬ 使革命再次陷入低潮ꎮ 如幼年的

中国共产党曾因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导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ꎬ 革命由高潮转入低潮ꎬ 又

因后来实施了正确的策略ꎬ 肃清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ꎬ 并及时纠正了 “左倾” 冒险主义、 右倾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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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和 “左倾” 关门主义的错误ꎬ 党的力量在斗争中大大增长ꎬ 革命形势又逐渐高涨起来ꎮ
因此ꎬ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顺势而为ꎬ 在 “二十年等于一天” 和 “一天等于二十年” 的不同

时期因时而变ꎬ 在各种不同的斗争方式上随事而制ꎮ 只有在 “二十年等于一天” 的革命低潮时期坚

定信心ꎬ 积蓄力量ꎬ 做好充分的准备ꎬ 才有能力在 “一天等于二十年” 的革命高潮到来之时抓住时

机ꎬ 一举夺取革命胜利ꎮ 正如列宁指出的: “在每个发展阶段ꎬ 在每一时刻ꎬ 无产阶级的策略都要

考虑到人类历史的这一客观必然的辩证法ꎬ 一方面要利用政治消沉时代或龟行发展即所谓 ‘和平’
龟行发展的时代来发展先进阶级的意识、 力量和战斗力ꎬ 另一方面要把这种利用工作全部引向这个

阶级的运动的 ‘最终目的’ꎬ 并使这个阶级在 ‘一天等于二十年’ 的伟大日子到来时有能力实际完

成各项伟大的任务ꎮ”①

列宁还阐述了革命的基本规律: “要举行革命ꎬ 单是被剥削被压迫群众认识到不能照旧生活下

去而要求变革ꎬ 还是不够的ꎻ 要举行革命ꎬ 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ꎮ 只有 ‘下
层’ 不愿照旧生活而 ‘上层’ 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的时候ꎬ 革命才能获得胜利ꎮ 这个真理的另一个

说法是: 没有全国性的 (既触动被剥削者又触动剥削者的) 危机ꎬ 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ꎮ 这就是

说ꎬ 要举行革命ꎬ 第一ꎬ 必须要多数工人 (或至少是多数有觉悟、 能思考、 政治上积极的工人) 充

分认识到革命的必要性ꎬ 并有为革命而牺牲的决心ꎻ 第二ꎬ 必须要统治阶级遭到政府危机ꎬ 这种危

机甚至把最落后的群众都卷入政治活动 (一切真正的革命的标志ꎬ 就是在以前不关心政治的被压迫

劳动群众中ꎬ 能够进行政治斗争的人成十倍以至成百倍地迅速增加)ꎬ 削弱政府的力量ꎬ 使革命者

有可能很快地推翻它ꎮ”② 这为共产党人在制定自己的斗争策略时正确估计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条件

是否成熟指明了方向ꎮ

二、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策略的基本思想

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指导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中ꎬ 列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革命策略

理论为指导ꎬ 极富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策略的思想观点ꎬ 形成了系统的社会主

义革命策略思想ꎮ
１. 制定策略要从时代的基本特征出发ꎬ 顺应时代要求ꎬ 与时俱进

在人类历史上ꎬ 每个时代都有其客观存在的历史条件ꎬ 人们凭借这些条件进行生产和其他历史

活动ꎬ 同时不能不受这些条件的制约ꎬ 这些客观历史条件决定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ꎮ 列宁指出:
“只有首先分析从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ꎬ 才能理解我们面前发生的各种重大历史

事件ꎮ”③ 一切策略都是处于一定时代背景之下的ꎬ 从时代的基本特征出发ꎬ 这是制定策略时应该首

先考虑的问题ꎮ
时代的基本特征不同于它的个别事件和具体特例ꎬ 每个时代的种种个别事件和具体特例我们无

法全部估计到ꎬ 但它的基本特征则是完全可以把握的ꎮ 列宁认为: “每个时代都有而且总会有个别

的、 局部的、 有时前进、 有时后退的运动ꎬ 都有而且总会有各种偏离运动的一般形式和一般速度的

情形ꎮ 我们无法知道ꎬ 一个时代的各个历史运动的发展会有多快ꎬ 有多少成就ꎮ 但是我们能够知道ꎬ
而且确实知道ꎬ 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ꎬ 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 时代发展的主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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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ꎮ”①

我们要把握时代的基本特征ꎬ 只有以此为基础ꎬ 才能去分析各国的具体特点ꎬ 才能制定正确的

策略ꎮ 列宁强调: “只有在这个基础上ꎬ 即首先考虑到各个 ‘时代’ 的不同的基本特征 (而不是个

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ꎬ 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ꎻ 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ꎬ
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ꎮ”②

列宁主义的诞生有一个根本的时代前提ꎬ 那就是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了垄断阶段ꎬ
即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ꎬ 正如斯大林指出的: “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

主义ꎮ”③ 新的时代呼唤新的理论和新的策略ꎬ 列宁之所以能创立列宁主义ꎬ 从而大大发展了马克思

主义ꎬ 正在于他精准把握了资本主义的时代转变ꎬ 洞悉了帝国主义的本质ꎬ 从帝国主义时代的基本

特征出发ꎬ 适应时代要求ꎬ 与时俱进ꎮ 列宁主义的一切理论和策略都是以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为时

代依据的ꎮ
对于资本主义的时代变化及其基本特征ꎬ 列宁与第二国际理论家的不同认识直接决定了其斗争

策略的不同ꎮ 伯恩施坦根据资本主义的时代变化ꎬ 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ꎬ 在斗争策略上他迷恋议

会斗争ꎬ 抛弃了暴力革命ꎬ 堕落为社会改良主义者ꎮ 卢森堡坚决反对伯恩施坦关于马克思主义过时

了的观点及其改良主义的策略ꎬ 但她未能站在时代的高度对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作出创新性回答ꎬ 也

就不能从德国当时的无产阶级斗争形势出发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ꎮ 列宁不仅对资本主义的时代变化

作了准确的判断ꎬ 提出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帝国主义时代ꎬ 而且系统分析了帝国主义具有的五大基本

特征ꎬ 论证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ꎬ 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ꎬ 这不仅有力抨击了伯恩施

坦ꎬ 而且还阐明了卢森堡未能回应的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时代根源ꎮ 正是在对时代变化的深刻洞悉和

对时代基本特征的精准把握的基础之上ꎬ 列宁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 “一国胜利论”ꎬ 并制定了

正确的斗争策略ꎬ 从而率先破局ꎬ 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ꎮ
２. 加强党的组织和纪律建设: 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和铁的纪律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党初期ꎬ 就党的组织和纪律建设问题ꎬ 列宁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及

其在俄国的变种———经济派、 孟什维克等进行了不可调和的斗争ꎮ 经济派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ꎬ
否认党的领导作用ꎬ 迷恋组织工作中的手工业方式ꎬ 崇尚涣散状态和小组习气ꎻ 以马尔托夫为代表

的孟什维克认为只要承认党纲ꎬ 在物质上帮助党就可以成为党员ꎬ 而不需要加入党的一个组织ꎬ 宣

称每一个罢工者都有权宣布自己是党员ꎬ 党员可以不服从党的纪律ꎬ 不受组织的制约ꎮ 他们要把党

建设成为一个组织涣散、 没有定性、 成分复杂的工联主义政党ꎬ 而不是一个集中统一、 组织严密、
纪律严格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ꎮ 列宁深刻阐释了组织和纪律对于无产阶级斗争的重要意义: “无
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ꎬ 除了组织ꎬ 没有别的武器ꎮ” “不加强和发展革命的纪律、 组织和秘密

活动ꎬ 就不可能同政府进行斗争ꎮ”④

十月革命胜利后ꎬ 德国 “左派” 共产党人也曾将党和阶级、 领袖和群众对立起来ꎬ 实际上是否

定政党和党的纪律ꎬ 列宁指出: “这就等于完全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而有利于资产阶级ꎮ” 他再三强

调党的集中制和纪律的极端重要性: “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ꎬ 是战胜资产阶

级的基本条件之一ꎮ” 列宁认为ꎬ 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和巩固政权的斗争中ꎬ 都需要有极严格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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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铁的纪律ꎬ 这不仅因为国内资产阶级由于自己被推翻而凶猛十倍的反抗以及它和国际资本之间

有强有力的联系ꎬ 还在于 “经常地、 每日每时地、 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小生产ꎬ 并指出: “如果我们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那么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

年半ꎬ 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ꎮ”①

列宁深刻分析了小生产者以及他们身上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性ꎬ 由于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直

受到压迫ꎬ 生活往往异常急剧地恶化ꎬ 甚至遭到破产ꎬ 所以他们容易转向极端的革命性ꎬ 却不能表

现出坚韧性、 组织性、 纪律性和坚定性ꎮ 不仅如此ꎬ 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还从各方面包围、 浸染

和腐蚀无产阶级ꎬ “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 涣散性、 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

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ꎮ 列宁指出: “要抵制这一切ꎬ 要使无产阶级能够正确地、 有效地、 胜利地

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 (而这正是它的主要作用)ꎬ 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就必须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和

极严格的纪律ꎮ”②

列宁从党员、 党和群众的关系、 党的政治领导三个方面论证了无产阶级政党维持和巩固纪律的

条件ꎮ 第一要靠党员的觉悟、 对革命的忠诚以及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ꎮ 第二要靠党和群众的联系ꎬ
首先是无产阶级劳动群众ꎬ 其次也要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接近ꎬ 和他们打成一片ꎮ 第三要靠党的

政治领导正确ꎬ 也就是战略和策略正确ꎬ 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ꎮ 一方面ꎬ 没有这些条件ꎬ
就不可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ꎻ 另一方面ꎬ 这些条件不能一下子产生ꎬ 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和

艰苦的实践才能形成ꎮ 列宁非常重视理论的意义以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ꎬ 他说: “正确的

革命理论———而理论并不是教条———会使这些条件容易造成ꎬ 但只有同真正群众性的和真正革命的

运动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ꎬ 这些条件才能最终形成ꎮ” 他认为ꎬ 布尔什维主义所以能够建立并且

在 １９１７—１９２０ 年异常艰难的条件下顺利地实现极严格的集中和铁的纪律就在于两个方面ꎬ 首先是因

为它有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作坚如磐石的理论基础ꎻ 其次是它有 １５ 年的丰富实践经

验ꎬ “集中了现代社会一切阶级进行斗争的如此丰富的形式、 特色和方法”③ꎮ
加强党的组织和纪律建设ꎬ 这在运动处于低潮时期尤为重要ꎮ 由于对革命前途的悲观情绪ꎬ 党

的内部容易出现散漫和动摇ꎬ 不坚定分子会纷纷退党ꎬ 因此这个时候尤其需要注意加强党的纪律ꎬ
“谁哪怕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稍微削弱一点 (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ꎬ 那他事实上就

是在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④ꎮ
３. 争取群众的大多数: “哪里有群众ꎬ 就一定到哪里去工作”
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ꎬ 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ꎮ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是少数知识分子的密谋ꎬ

它本身就是群众的事业ꎬ 需要最广泛的群众参与才能取得胜利ꎬ 因此争取群众的大多数是无产阶级

革命事业成功的基础ꎮ 要从群众的觉悟水平和经验出发ꎬ 运用他们能够接受的一切斗争和方法ꎬ 把

他们引向革命ꎮ 没有千百万觉悟群众的革命行动ꎬ 没有群众汹涌澎湃的英勇气概ꎬ 没有马克思在谈

到巴黎工人在公社时期的表现时所说的那种 “冲天” 的决心和本领ꎬ 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无从设想ꎬ
列宁指出ꎬ 无产阶级政党在制定革命策略时ꎬ 绝不能只根据革命情绪ꎬ 根据一个集团或政党的愿望

和决心ꎬ 而必须对各阶级的力量及其相互关系作出严格的客观估计ꎮ 列宁认为: “单靠先锋队是不

能胜利的ꎮ 当整个阶级ꎬ 当广大群众还没有采取直接支持先锋队的立场ꎬ 或者还没有对先锋队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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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是善意的中立并且完全不会去支持先锋队的敌人时ꎬ 叫先锋队独自去进行决战ꎬ 那就不仅是愚

蠢ꎬ 而且是犯罪ꎮ”①

针对一些 “左派” 共产党人借口工会的反动性拒绝到工会中工作ꎬ 借口议会过时了拒绝参加资

产阶级议会ꎬ 列宁斥责这种策略是根本错误的ꎬ 是给资产阶级帮大忙ꎮ 共产党人要想在斗争中取得

胜利ꎬ 必须把广大群众ꎬ 首先是工人阶级ꎬ 而后是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争取到自己这边来ꎮ “政治

家的艺术 (以及共产党人对自己任务的正确理解) 就在于正确判断在什么条件下、 在什么时机无产

阶级先锋队可以成功地取得政权ꎬ 可以在取得政权过程中和取得政权以后得到工人阶级和非无产阶

级劳动群众十分广大阶层的充分支持ꎬ 以及在取得政权以后ꎬ 能够通过教育、 训练和争取愈来愈多

的劳动群众来支持、 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统治ꎮ”②

列宁指出ꎬ 党的义务就是教育和训练阶级ꎬ 进而教育和训练群众ꎬ 这不仅仅指的是阶级和群众

中的先进分子ꎬ 还包括落后分子在内的整个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ꎮ “应该清醒地注意到正是整个阶

级的 (而不仅是它的共产主义先锋队的)、 正是全体劳动群众的 (而不仅是他们的先进分子的) 觉

悟和准备的实际状况ꎮ” 抱怨阶级和群众中的落后分子不觉悟ꎬ 责备落后工人和落后农民 “反革

命”ꎬ “这无异是害怕发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ꎬ 即训练、 启发、 教育工人阶级和农民中最落后的

阶层和群众并吸引他们来参加新生活”ꎮ “左派” 共产党人犯这样的错误ꎬ “恰恰证明他们不是阶级

的党ꎬ 而是一个小组ꎬ 不是群众的党ꎬ 而是知识分子和沾染了知识分子恶习的少数工人的一个小团

体”ꎮ 列宁指出: “共产党人的全部任务ꎬ 就是要善于说服落后分子ꎬ 善于在他们中间进行工作ꎬ 而

不是臆想出一些幼稚的 ‘左的’ 口号ꎬ 把自己同他们隔离开来ꎮ”③

共产党人应该千方百计地和群众建立联系ꎬ 在群众中进行工作ꎮ 列宁阐明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马

克思主义关于争取群众的策略: “哪里有群众ꎬ 就一定到哪里去工作ꎮ 应该善于作出一切牺牲ꎬ 克

服极大的障碍ꎬ 在一切有无产阶级群众或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机关、 社团和协会 (哪怕这些组织是最

反动不过的) 里有步骤地、 顽强地、 坚定地、 耐心地进行宣传和鼓动ꎮ”④

在革命运动的低潮时期ꎬ 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不利于无产阶级的变化ꎬ 此时更应该将极大的注

意力放在争取群众上ꎬ 要学会用各种方式在群众中进行宣传、 鼓动、 教育、 组织工作ꎬ 扩大党在群

众中的影响力ꎬ 提高群众的觉悟和组织程度ꎬ 为未来革命高潮的到来积蓄力量ꎮ
４. 建立统一战线: 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 “裂痕”ꎬ 获得大量的同盟者

建立统一战线与争取群众的大多数ꎬ 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ꎮ 列宁指出ꎬ 即使在进行社会主义

革命之后ꎬ 由于资产阶级广泛的国际联系ꎬ 由于小生产自发地、 经常地使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复活

和再生ꎬ 无产阶级在很长时期内依然比资产阶级要弱ꎬ 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前更是如此ꎮ 弱小的革命

力量要想战胜强大的敌人ꎬ 就必须建立统一战线ꎬ 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ꎬ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ꎬ
既反对坚持出卖原则的机会主义ꎬ 也反对否定灵活性的关门主义ꎮ

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ꎬ 列宁指出: “必须尽最大的努力ꎬ 同时必须极仔细、 极留心、 极谨

慎、 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 ‘裂痕’ꎬ 哪怕是最小的 ‘裂痕’ꎬ 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

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个集团或各种类别之间利益上的一切对立ꎬ 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ꎬ
哪怕是极小的机会ꎬ 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ꎬ 尽管这些同盟者可能是暂时的、 动摇的、 不稳定的、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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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的、 有条件的ꎮ” 他认为: “谁不懂得这一点ꎬ 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ꎬ 丝毫不懂得现代

的科学社会主义ꎮ”① 这一思想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的时期ꎬ 都是同样适用的ꎮ
列宁认为: “只有那些不信赖自己的人ꎬ 才会害怕即使是同不可靠的分子结成的暂时联盟ꎬ 而

不结成这样的联盟ꎬ 无论哪一个政党都是不能存在的ꎮ”② 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上有过许多同不可靠

分子结成的短暂联盟ꎮ 例如ꎬ 早期为战胜民粹派同 “合法马克思主义者” 的联合ꎬ 这是俄国社会民

主工党第一次实行的某种真正的政治联盟ꎬ 正是由于结成了这个联盟ꎬ 党才极为迅速地战胜了民粹

主义并且使马克思主义思想广泛传播开来ꎮ 再如ꎬ 一贯坚持工农联盟ꎬ 反对自由资产阶级和沙皇制

度ꎬ 但同时从来不拒绝支持资产阶级去反对沙皇制度ꎻ １９０７ 年在杜马选举中同 “社会革命党人” 订

立过短期的政治联盟ꎻ １９０３—１９１２ 年同孟什维克维持在同一个社会民主党内的联盟ꎻ 十月革命时期

同小资产阶级的农民以及 “左派社会革命党” 建立政治联盟等ꎮ 没有这种联盟ꎬ 布尔什维克党就不

可能领导俄国无产阶级战胜一个又一个强大的敌人ꎮ
马克思很早就告诫过共产党人: “在政治上为了一定的目的ꎬ 甚至可以同魔鬼结成联盟ꎬ 只是

必须肯定ꎬ 是你领着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领着你走ꎮ”③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同其他阶级和政党结成联

盟时ꎬ 必须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ꎬ 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ꎬ 确保运动朝着无产阶级

的目标和方向前进ꎬ 绝不能做运动的尾巴ꎮ
在 １９０５ 年俄国革命中ꎬ 列宁坚决反对孟什维克的尾巴主义策略ꎬ 他们借口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

性质将革命的领导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ꎬ 不去积极地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ꎬ 而是在资产阶级后面蹒

跚而行ꎮ 列宁指出: “革命的结局将取决于工人阶级是成为在攻击专制制度方面强大有力但在政治

上软弱无力的资产阶级助手ꎬ 还是成为人民革命的领导者ꎮ” 他深刻阐述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

主革命中的领导权这一重要思想: “马克思主义教导无产者不要避开资产阶级革命ꎬ 不要对资产阶

级革命漠不关心ꎬ 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ꎬ 相反地ꎬ 要尽最大的努力参加革命ꎬ 最坚

决地为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 为把革命进行到底而奋斗ꎮ”④

５. 辩证看待妥协: 必须使自己的策略具有最大的灵活性

一些 “左派” 共产党人反对妥协的策略ꎬ 宣称妥协是机会主义的ꎬ 认为承认妥协就玷污了马克思

主义的纯洁性ꎬ 就抹杀了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的界限ꎬ 因而坚决地提出了 “拒绝一切妥协” 的口号ꎮ
他们把自己的急躁当作理论上的根据ꎬ 把革命发展的道路设想得笔直又笔直ꎬ 把革命发展的条件设想

得纯粹又纯粹ꎮ 针对这种幼稚病ꎬ 列宁揭示了革命发展道路的曲折性ꎬ 论述了革命与妥协的辩证关系ꎮ
革命道路是异常曲折的ꎬ 国际共运的低潮正是道路曲折性的表现ꎮ 列宁引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

话说ꎬ “政治活动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⑤ꎮ 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伟大事业ꎬ
其性质和任务决定了它的历程不可能一帆风顺ꎬ 必然充满艰难险阻ꎮ 列宁指出ꎬ 在通向共产主义的

道路上ꎬ 如果事先就拒绝一切妥协ꎬ 就好像攀登一座未经勘察、 人迹罕至的高山ꎬ 我们 “却预先拒

绝有时要迂回前进ꎬ 有时要向后折转ꎬ 放弃已经选定的方向而试探着从不同的方向走”⑥ꎬ 这可笑到

了极点ꎬ 因此妥协是绝对必要的ꎬ 问题在于如何辨别妥协的性质并实施正确的妥协ꎮ
革命的妥协和叛变的妥协有本质区别ꎬ 一种是为客观条件所迫的妥协ꎬ 如罢工者因基金告竭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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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外界援助ꎬ 陷于极端困难的处境而不得不结束罢工ꎬ 这种妥协是为了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ꎬ 丝

毫不会削弱实行这种妥协的工人对革命的忠诚和继续斗争的决心ꎻ 另一种是叛徒的妥协ꎬ 如工联领

袖贪图私利ꎬ 出卖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妥协ꎮ 列宁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ꎬ 假如遇到强盗抢劫ꎬ 我们

把身上的所有财物和武器都交给了强盗ꎬ 从而保全了自己的生命ꎬ 这就是一种必要的妥协ꎮ 他指出:
“有各种各样的妥协ꎮ 应当善于分析每一个妥协或每一种妥协的环境和具体条件ꎮ 应当学习区分这

样的两种人: 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ꎬ 为的是要减少强盗所能加于的祸害和便于后来捕获、 枪

毙强盗ꎻ 另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ꎬ 为的是要入伙分赃ꎮ”① 列宁还指出ꎬ 在政治上绝不总是像

这个极其简单的例子那样容易分辨ꎬ 可能会遇到非常错综复杂的情况ꎬ 没有包治百病的丹药ꎬ 必须

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ꎮ
妥协是有原则的ꎬ 必须维护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ꎮ «共产党宣言» 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

本原理: “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ꎬ 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

动的未来ꎮ”② 列宁根据无产阶级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相统一的原理指出了妥协的根本目的: “全部

问题在于要善于运用这个策略ꎬ 来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性、 革命性、 斗争能力和致胜能力的总的水

平ꎬ 而不是降低这种水平ꎮ”③ 这为我们判定妥协的性质提供了根本准则ꎮ
列宁坚决反对无原则的妥协ꎮ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ꎬ 普列汉诺夫、 考茨基等第二国际有名的理

论权威都背叛了社会主义ꎬ 倒向了社会沙文主义ꎬ 他们同本国的资产阶级妥协ꎬ 在这场帝国主义战

争中宣扬 “保卫祖国”ꎬ 挑拨各国无产阶级互相残杀ꎬ 歪曲马克思主义来为自己同本国的资产阶级

实行联合作辩护ꎬ 拒绝宣传和支持无产阶级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ꎬ 堕落成为资产阶级的牧

师ꎮ 从领袖到叛徒ꎬ 他们为了一碗红豆汤ꎬ 出卖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ꎬ 正是由于这种无原则的妥协ꎬ
第二国际破产了ꎮ 列宁还指出俄国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的领袖们一样ꎬ 他们 “一开始就实行叛卖ꎬ
直接间接地为 ‘保卫祖国’ 即保卫本国的资产阶级强盗辩护”ꎮ 他们的这种妥协ꎬ 自始至终都表明

他们已沦为帝国主义强盗的同谋者ꎮ 而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 “从 １９１４ 年底起就以行动履行自己

的国际主义ꎮ 它敢于提出使沙皇君主政府失败的主张ꎬ 敢于痛斥在两伙帝国主义强盗的战争中 ‘保
卫祖国’ ”④ꎮ 至于与德帝国主义者签订布列斯特和约ꎬ 是因为布尔什维克党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之

后ꎬ 为了保存自己不得不暂时屈服于强盗的暴力ꎬ 这种妥协是完全正确的ꎮ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ꎬ 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ꎬ 而是行动的指南ꎮ” 在革命的低潮时期ꎬ 空喊 “不

做任何妥协ꎬ 不实行任何机动” 的口号ꎬ “只会有害于加强革命无产阶级影响和扩大革命无产阶级力量

的事业”ꎮ 政治是一门科学和艺术ꎬ 为了战胜资产阶级ꎬ 无产阶级的政治家应该毫不逊色于资产阶级的

政治家ꎮ 列宁指出: “革命阶级的政治家如果不善于实行 ‘机动、 通融、 妥协’ꎬ 以避免显然不利的战

斗ꎬ 这样的政治家是毫无用处的ꎮ” 共产党人为了在低潮时期保存和发展自己以战胜强大的敌人ꎬ 就应

当 “普遍而彻底地认识到必须使自己的策略具有最大的灵活性”ꎬ “把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无限忠诚同善

于进行一切必要的实际的妥协、 机动、 通融、 迂回、 退却等等的才干结合起来”⑤ꎮ
６. 掌握一切社会活动形式ꎬ 并准备最迅速最突然地用一种形式来代替另一种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很重视无产阶级采取各种必要的社会活动形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ꎮ 早在 １８４８ 年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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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就指出ꎬ 为了反抗资产阶级的统治ꎬ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 “必须使用一切方法ꎬ 甚至使用恶魔的

方法”①ꎮ 列宁则把在革命实践中掌握和运用一切社会活动形式上升到无产阶级策略原则的高度ꎬ 他

总结历次革命历史的经验后ꎬ 得出两个重要的结论: “第一ꎬ 革命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任务ꎬ 必须

善于毫无例外地掌握社会活动的一切形式或方面ꎻ 第二ꎬ 革命阶级必须准备最迅速最突然地用一种

形式来代替另一种形式ꎮ”②

社会生活是复杂多变的ꎬ 现实生活不断创造着新的活动形式ꎬ 统治阶级也会经常变换手法ꎬ 采

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对付无产阶级及其政党ꎮ 如果无产阶级政党不准备掌握敌人已经拥有或可能拥有

的一切斗争手段ꎬ 那是愚蠢的甚至是犯罪的ꎮ 列宁指出: “在政治上更难预先知道ꎬ 将来在这种或

那种条件下ꎬ 究竟哪一种斗争手段对于我们是适用的和有利的ꎮ 倘若我们不掌握一切斗争手段ꎬ 当

其他阶级的状况发生了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变化ꎬ 从而把我们特别没有把握的一种活动形式提

到日程上来的时候ꎬ 我们就会遭到巨大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失败ꎮ 如果我们掌握了一切斗争手段ꎬ
哪怕当时情况不容许我们使用对敌人威胁最大、 能最迅速地给予致命打击的武器ꎬ 我们也一定能够

胜利ꎬ 因为我们代表着真正先进、 真正革命的阶级的利益ꎮ”③

“马克思十分重视在政治停滞和资产阶级所容许的合法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利用合法斗争手

段”④ꎬ 列宁特别强调了合法斗争手段在革命低潮时期的重要意义ꎮ 他指出ꎬ 由于资产阶级经常用合

法斗争手段欺骗和愚弄工人ꎬ 没有经验的革命者往往就以为合法斗争手段是机会主义的ꎬ 而不合法

斗争手段才是革命的ꎮ 实际上ꎬ 在热火朝天的短暂革命高潮时期做一个革命家是不难的ꎬ 难的是在

非革命的环境里、 在反动的机构中、 在不觉悟的群众间还能够顽强地、 坚韧地、 耐心地、 不屈不挠

地去做长期的革命工作ꎬ 去宣传、 鼓动、 教育、 组织群众ꎬ 列宁认为这十分可贵ꎮ 他认为: “那些

不善于把不合法斗争形式和一切合法斗争形式结合起来的革命家ꎬ 是极糟糕的革命家ꎮ” 列宁回顾

了党的历史ꎬ １９０５ 年俄国革命失败后ꎬ 运动转入低潮ꎬ 布尔什维克学会了正确地退却ꎬ 他们驱逐了

革命空谈家ꎬ 回到最反动的议会、 工会、 合作社以及保险会等组织中进行合法工作ꎬ 正是由于采取

了将合法斗争手段和不合法斗争手段结合起来的正确策略ꎬ “在最反动的杜马中ꎬ 布尔什维克把整

个工人选民团都争取过来了”⑤ꎬ 他们在革命低潮时期不仅保住了而且巩固、 发展和加强了无产阶级

政党的坚强核心ꎮ
在重视合法斗争手段的同时ꎬ 列宁又坚决反对将合法斗争绝对化的改良主义ꎮ １８７１ 年巴黎公社

失败后ꎬ 欧洲工人运动转入低潮ꎬ 资本主义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和平发展时期ꎬ 合法斗争和议会斗

争方式凸显了其重要意义ꎬ 其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德国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的废除ꎮ 但是随

着合法斗争和议会斗争取得的成就ꎬ 第二国际的伯恩施坦却将合法斗争绝对化ꎬ 迷恋议会斗争ꎬ 幻

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通过点滴改良 “和平长入社会主义”ꎮ 列宁坚决反对这种机会主义思潮ꎬ 他在

利用合法斗争手段发展无产阶级力量和争取社会改良的同时ꎬ 始终坚持暴力革命ꎬ 反对改良主义ꎬ
指出: “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于无政府主义者ꎬ 承认争取改良的斗争ꎬ 即承认争取改善劳动者境况的

斗争ꎬ 尽管这种改善仍然不触动统治阶级手中的政权ꎮ 但与此同时ꎬ 马克思主义者又最坚决地反对

改良主义者ꎬ 反对他们直接或间接地用改良来限制工人阶级的意向和活动ꎮ 改良主义是资产阶级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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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的欺骗ꎬ 只要存在着资本的统治ꎬ 尽管有某些改善ꎬ 工人总还是雇佣奴隶ꎮ”①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该 “承认一切斗争手段ꎬ 只要这些手段同党的现有力量相适应ꎬ 并且在现

有条件下能够使我们取得最大的成绩”②ꎮ 因此ꎬ 应该充分利用工会、 议会、 合作社等合法的社会活

动形式ꎬ 采取合法斗争和不合法斗争、 议会内斗争和议会外斗争相结合的策略ꎬ 并且要根据客观条

件和社会形势的变化迅速地巧妙地变换策略ꎬ 有时是多种形式相结合ꎬ 有时是由一种形式迅速而突

然地转变为另一种形式ꎮ “马克思主义的策略ꎬ 就在于把各种不同的斗争方法结合起来ꎬ 巧妙地从

一种方法过渡到另一种方法ꎮ”③

７. 策略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列宁阐述了共产主义运动的两大历史任务以及伴随着这两大任务的两种斗争ꎮ 第一个任务是建

立无产阶级的先锋队ꎬ 建立各国的共产党组织ꎬ 面临着同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ꎻ 第二个任务是争取

群众ꎬ 使群众支持先锋队ꎬ 面临着同 “左倾” 教条主义的斗争ꎮ １９２０ 年ꎬ 列宁在 «共产主义运动中

的 “左派” 幼稚病» 中指出: “如果说从前不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彻底战胜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ꎬ
就不能完成第一个历史任务那么ꎬ 现在不肃清左倾学理主义ꎬ 不彻底克服和摆脱左倾学理主义

的错误ꎬ 也就不能完成已经提到日程上来的第二个任务ꎮ” 列宁还指出这两大任务和两种斗争是国

际性的ꎬ 各国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 “左倾” 教条主义的斗争具有普遍性ꎬ 但又因各国国情不同有其

各自的特点ꎬ “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在取得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之前虽然都要预先经过本质上相同的

锻炼ꎬ 但这一发展过程又是按各自的方式来完成的”④ꎮ
因此ꎬ 一方面ꎬ 革命策略的基本原则具有普遍性ꎬ 对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都具有指导意义ꎻ 另

一方面ꎬ 各国革命的具体策略又由于国情不同有其特殊性ꎬ 绝不能千篇一律ꎬ 死板划一ꎬ 彼此雷同ꎮ
列宁指出: “要使每个国家的共产党人十分自觉地既考虑到同机会主义以及 ‘左倾’ 学理主义进行

斗争这个主要的基本任务ꎬ 又考虑到这种斗争由于各国经济、 政治、 文化、 民族构成情况 (例如爱

尔兰等)、 所属殖民地以及不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特征而具有的并且必然具有的具体特点ꎮ” 列宁精

辟地提出了关于革命策略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重要思想: “只要各个民族之间、 各个国家之间的民

族差别和国家差别还存在 (这些差别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ꎬ 也还要保持很久

很久)ꎬ 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ꎬ 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ꎬ 消灭民族差别 (这在目

前是荒唐的幻想)ꎬ 而是要求运用共产党人的基本原则 (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 时ꎬ 把这些

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ꎬ 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ꎬ 针对这些差别正

确地加以运用ꎮ”⑤ 这为各国共产党人在列宁革命策略思想的基本原则指导下结合本国实际ꎬ 奋力推

进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事业提供了行动指南ꎮ

三、 对各国共产党人的现实启示

革命策略的目标无疑是为了实现推翻资产阶级统治ꎬ 建立无产阶级专政ꎬ 在世界范围内建立社

会主义社会ꎮ 但是ꎬ 这种策略那种策略ꎬ 本身都要首先迎接和推进革命本身ꎬ 只有这样ꎬ 才能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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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革命的目标ꎮ 因此ꎬ 各种策略聚焦于推动革命的准备工作是至关重要的ꎮ 正如列宁指出的:
“任何人也无法预先断定ꎬ 什么时候那里将要爆发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ꎬ 什么缘由最能唤醒、 激起

和推动目前还在沉睡的非常广大的群众去进行斗争ꎮ 所以我们必须做好我们的全部准备工作ꎬ 把四

只脚都钉上马掌ꎮ”①

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仍处于低潮ꎬ 各国共产党人要坚持列宁社会主义革命策略的思想ꎬ 认清

革命形势ꎬ 把握革命规律ꎬ 综合运用各种革命斗争形式ꎬ 下大气力加强群众工作ꎬ 以民生改善工作

为引领ꎬ 努力把广大劳动群众引导到社会主义运动上来ꎬ 引导到建立反对资本主义最广泛的革命联

盟上来ꎮ 同时要坚决反对改良主义对社会主义运动的腐蚀②ꎮ
第一ꎬ 欧洲等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应积蓄力量ꎬ 加强党的建设ꎬ 深入争取群众ꎬ 发展先

进阶级的意识、 力量和战斗力ꎬ 为革命高潮的到来做好最充分的准备ꎮ 苏联解体、 东欧剧变后ꎬ 世

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ꎬ 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的生存和发展面临很大困境ꎬ 法共前主席罗贝

尔于等人就认为ꎬ 在欧洲ꎬ “不管什么类型的共产党ꎬ 无论其名称如何ꎬ 无论其参政与否ꎬ 都无

一例外地陷入严重的生存危机”③ꎮ 其原因或在于指导思想不统一ꎬ 没有划清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

主义的界限ꎻ 或在于深受宗派主义、 派别活动、 小组习气的困扰ꎬ 不能团结大多数和争取群众ꎻ 或

在于放弃民主集中制原则ꎬ 组织涣散ꎬ 没有战斗力ꎻ 或在于其转向 “群众性政党” 而丧失了无产阶

级先锋队的阶级性质ꎻ 等等ꎮ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人不仅没有根据新的时代要求坚

持和发展列宁的革命策略思想ꎬ 反而抛弃和背离了列宁革命策略思想的精髓ꎮ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ꎬ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受到沉重打击ꎬ 西方出现了以 “占领华尔街” 运动为代

表的一系列社会动荡ꎬ 群众日益不满和愤怒ꎬ 甚至将矛头指向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ꎮ 这本应该是各

国共产党人争取群众的难得 “天时”ꎬ 但由于自身组织涣散无力ꎬ 难以得到群众广泛的支持ꎬ 不得

其 “人和”ꎬ 在这大好机遇面前ꎬ 他们深感自身之轻ꎬ 难以承受历史之重④ꎮ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

于他们关于党的建设和争取群众的策略不当ꎬ 没能建立起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ꎬ 更谈不

上实施正确的策略去争取群众ꎮ 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人要从根本上摆脱各自面临的生存和发展困境ꎬ
必须使自己的理论、 纲领和策略革命化ꎮ 首先加强党的建设ꎬ 把自身建设成为一个集中统一的战斗

性的列宁式政党ꎬ 然后采取正确的策略不断去争取群众ꎬ 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ꎬ 不断提高群众的

觉悟程度和组织性ꎬ 一方面要以列宁革命策略思想为指导ꎬ 另一方面又要考虑本国国情和新的时代

条件ꎬ 探寻适合自己的独特的革命道路ꎬ 既不能丧失原则ꎬ 也不能僵化死板ꎮ
第二ꎬ 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应搞好本国的建设和改革ꎬ 以榜样的力量展现社会主义

制度的优势ꎮ 十月革命后ꎬ 列宁曾寄希望于西欧革命迅速爆发ꎬ 以支持襁褓中的苏维埃政权ꎮ 但西

欧革命并没有如愿爆发ꎬ 而是在短暂高潮后就沉寂下去ꎬ 苏俄成为资本主义汪洋大海中的红色孤岛ꎮ
在世界革命推迟到来的情况下ꎬ 列宁不得不采取迂回退却的方式先力求巩固苏维埃政权ꎬ 搞好本国

的建设ꎬ 以榜样的力量推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由低潮向高潮转化ꎮ 列宁认为ꎬ 要依靠俄国已经建立

的苏维埃政权ꎬ “竭尽全力并用自己拥有的一切手段来支持一切国家无产阶级兄弟的革命运动”⑤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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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推动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ꎬ 使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成为 “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策源地”①ꎮ
列宁还强调ꎬ “应该利用两个帝国主义之间、 两个资本主义国家集团之间的对立和矛盾ꎬ 使他们互

相争斗”ꎬ 并认为 “社会主义在全世界最终胜利以前很长的时期内ꎬ 这将是一个基本原则”②ꎮ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仍处于低潮之际ꎬ 各社会主义国家搞好本国的建设和改革对于推动世界社

会主义运动向前发展极为重要ꎮ 在新时代的中国ꎬ 我们必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ꎬ 必须致

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ꎬ 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和集中统一领导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ꎬ 没有中国

共产党ꎬ 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ꎮ 新时代只有坚持和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ꎬ 让科学社会主义

在 ２１ 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ꎬ 才能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ꎬ 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也才能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低潮期的灯塔ꎮ
第三ꎬ 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产党人应坚持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思想ꎬ 努力完成资产阶

级民主革命的各项任务ꎬ 为社会主义革命尽可能地创造充分而必要的条件ꎮ 列宁高度重视殖民地半

殖民地国家争取民族解放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ꎬ 指出它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ꎬ
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帮助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ꎬ 和他们结成联盟来共同反

对帝国主义的统治ꎬ 列宁提出了 “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③ 这一著名的国际主义口

号ꎮ 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前身是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ꎬ 虽然民族解放运动的

蓬勃发展促使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获得了民族独立ꎬ 帝国主义国家不能再赤裸裸地进行殖民统

治ꎬ 但是他们仍然在采用比较间接和隐蔽的新殖民主义方式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掠夺、 政治控制

和军事扩张ꎮ 多数获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的民主革命并不彻底ꎬ 仍然保留着浓厚的封建残余ꎮ
列宁指出: “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愈充分ꎬ 愈坚决ꎬ 愈彻底ꎬ 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而同资

产阶级进行的斗争就愈有保证ꎮ”④ 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产党人要正确处理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

会主义革命的关系ꎬ 积极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ꎬ 力求将民主革命进行得充分、 坚决和彻

底ꎬ 对内扫清一切封建残余和买办势力ꎬ 对外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ꎬ 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

间ꎬ 并积蓄无产阶级的力量为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奋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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