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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著作选读》

前言

　　马克思主义在人类　　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　　姚　礼　明　　马克思主义是在世界现代化过程
中源于西方而磅礴于全世界的重要思想体系之一，其对人　　类历史进程的巨大影响已成为世界历史
事实的一部分，是任何时候和任何人都无法抹杀的。因　　此，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占有
重要地位。“由于马克思的思想是综合的体系，因此　　最好从它的历史前提和文化前提着手进行考
察。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前提，就是整个欧洲的社会　　和思想的发展：这在18和19世纪已经达到很高
的程度。总起来说，这也是人类为了提高自身的　　地位，为了揭示和实现一切使他成为人的因素，
为了解决人本身产生的一切问题、疑虑、迷惑　　和神秘化现象而经常不断地努力的结果。”[[南]普
雷德腊格·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　　》，第18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81]因此，有必要
对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也就是马克思　　主义产生的文化历史背景作一个简要的回顾。也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　　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文化历史背
景可分为远景和近景两个方面，其　　远景可以追溯到西方文明的源头：“两希文化”；而其近景则
是近代以来欧洲的文艺复兴、宗　　教改革、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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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著作选读》

内容概要

本教材是为配合政治学专业“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著作选读”的课堂教学编写的，主要对象是本科生，
但研究生也可以用。为了保持原著的完整性和精神风貌，本教材没有采取语录式编辑方法。这样做的
另一个考虑是，本课程是基础课，也是入门课，其主要目的是要培养学生自己去阅读和研究马克思主
义的经典原著的兴趣和能力。因此，重要的是要在教师的讲解下引导学生阅读和研究这些原著。
本教材的导言简明扼要而又系统地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文化北京进行了阐述，实际上也是对西方
思想的发展历程的简要概括，值得认真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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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马克思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一、资产者和无产者二、无
产者和共产党人三、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四、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马克思：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节选)一二 三四五六七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节选)恩格斯写的1891年单行本导
言二三四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二三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节选)四
希腊人的氏族五雅典国家的产生六 罗马的氏族和国家七 克尔特人和德意志人的氏族八德意志人国家
的形成九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列 宁：国家与革命(节选)第一章 阶级社会和国家第二章 国家与革命
。1848—1851年的经验第三章 国家与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马克思的分析阅读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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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著作选读》

章节摘录

书摘    有人还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要取消祖国，取消民族。    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
有的东西。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①，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
它本身还是民族的，虽然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意思。    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
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
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    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它们更快地消失。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
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    。    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
会随之消灭。    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    从宗教的、哲学
的和一切意识形态的观点对共产主义提出的种种责难，都不值得详细讨论了。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
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
，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    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
明了什么呢?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当人们谈到使整个社会革命化
的思想时，他们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
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    当古代世界走向灭亡的时候，古代的各种宗教就被基督教战胜了。当
基督教思想在18世纪被启蒙思想击败的时候，封建社会正在同当时革命的资产阶级进行殊死的斗争。
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信仰领域①里占统治地位罢了。    “但是”，有人
会说，“宗教的、道德的、哲学的、政治的、法的观念等等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固然是不断改变的，
而宗教、道德、哲学、政治和法在这种变化中却始终保存着。    此外，还存在着一切社会状态所共有
的永恒真理，如自由、正义等等。但是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真理，它要废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
革新，所以共产主义是同至今的全部历史发展相矛盾的”。    这种责难归结为什么呢?至今的一切社会
的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而这种对立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形式。    但是，不管阶级对立
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却是过去各个世纪所共有的事实。因此，毫
不奇怪，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些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这些形
式，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
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不过，我们还是把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种种责难撇开吧。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
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
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
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
涉，也就是采取这样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的和没有力量的，但是在运动进程
中它们会越出本身，而且作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    这些措施在不同的国家里当
然会是不同的。    但是，最先进的国家几乎都可以采取下面的措施：    1．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
支出。    2．征收高额累进税。    3．废除继承权。    4．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    5．通
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    6．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
里。    7．按照总的计划增加国家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    8．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
，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    9．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    10．对
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
来，等等。    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①的手里的时候，
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
。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
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
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②，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代替那
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
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三、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1．反动的社会主义(甲)封建的社会主义    
法国和英国的贵族，按照他们的历史地位所负的使命，就是写一些抨击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作品。在
法国的1830年七月革命和英国的改革运动中，他们再一次被可恨的暴发户打败了。从此就再谈不上严
重的政治斗争了。他们还能进行的只是文字斗争。但是，即使在文字方面也不可能重弹复辟时期③的
老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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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导言马克思主义在人类                              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                                 姚  礼  明    马克思主义是在
世界现代化过程中源于西方而磅礴于全世界的重要思想体系之一，其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巨大影响已成
为世界历史事实的一部分，是任何时候和任何人都无法抹杀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思想发展史
上占有重要地位。“由于马克思的思想是综合的体系，因此最好从它的历史前提和文化前提着手进行
考察。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前提，就是整个欧洲的社会和思想的发展：这在18和19世纪已经达到很高的
程度。总起来说，这也是人类为了提高自身的地位，为了揭示和实现一切使他成为人的因素，为了解
决人本身产生的一切问题、疑虑、迷惑和神秘化现象而经常不断地努力的结果。”[[南]普雷德腊格·
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18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81]因此，有必要对西方文明的发展
历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文化历史背景作一个简要的回顾。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
解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文化历史背景可分为远景和近景两个方
面，其远景可以追溯到西方文明的源头：“两希文化”；而其近景则是近代以来欧洲的文艺复兴、宗
教改革、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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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登录号 1021310 1021311 条形码 1021310 1021311 库室 柳林综合 种类 中文图书 索书号 A564/4236 内部
编号 117332 分类号 A564 著者号 4236
2、书很好，速度快，服务态度不错
3、滚滚火车带着我去云南，我在卧铺车厢睡前读到了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于是辗
转难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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