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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一种比较研究

吴 英

［摘 要］ 自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来，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经历了三

个发展阶段，即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理论的阶段、将理论变为现实的社会主义政权建立及其影

响逐步扩展的阶段、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做出成功探索的阶段。每个发展阶段都有伟

大历史人物产生，他们面对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国情条件，在理论与实践中做出不同于前

人的探索和建树，在继承与创新、坚持与发展中不断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内涵。

本文将对这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予以考察，既揭示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顽强生命力，

也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世界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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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世界的近现代史，呈现在我们视野中的

是两条并行且又交织的社会演化轨迹。一条是资

本主义的: 以西方先进国家为代表，历经 “自由

竞争—垄 断—国 家 垄 断—国 际 垄 断”的 演 化 进

程，现今已经迈入它的成熟发展时期; 另一条是

社会主义的: 历经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

一国冲破资本主义包围建立起全球第一个社会主

义苏维埃政权—社会主义政权越出一国范围形成

社会主义阵营—社会主义发展出现挫折与中国在

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的成功探索”，显示出一种

新的社会制度在以顽强的生命力披荆斩棘地曲折

前进，从而验证着由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建，并

经几代伟人在实践中予以丰富和发展的科学社会

主义观对推动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启示意义。

本文将就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发展的三

个阶段扼要做出回顾与解析，以其 “继承与创

新”“坚持与发展”的与时俱进的演进轨迹，展

示其强大的生命力。

一、科学社会主义观的创立

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两位伟人。他们出

生于 19 世纪初叶，同是普鲁士莱茵省人。虽然他

们都生于有产阶级家庭，但几乎在同一时间从革

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

主义。两个人在 1844 年 8 月于巴黎会面后，立即

开始了共同的革命实践与理论开创事业。而科学

社会主义观的创立，更是倾注了他们共同的心

血。1844 年由他们共同撰写的 《神圣家族》，表

述了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掘墓人的思想; 1845—

1846 年共同撰写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阐明了

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并揭示出 “两个必然”的规

律; 1847 年 11 月，他们出席共产主义同盟第二

次代表大会，接受大会委托，起草了 《共产党宣

言》这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件……

在马克思病逝后，恩格斯继续他们的事业，

整理出版了《资本论》的第二、第三卷; 并且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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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历史唯物主义”概念。我们简略地列举上

述事实，是要证实科学社会主义观的创立乃是马

克思恩格斯两位伟人智慧的结晶。

1． 科学社会主义观创立的理论基础

对于社会主义这一未来美好社会，早在马克

思恩格斯之前已经有众多思想家予以设想，其中

最著名的是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但他们的学

说仅仅停留于设想，对于新的美好社会之所以必

然诞生的内在条件和机制尚未有认知。马克思恩

格斯的社会主义理想则是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历史

发展规律的把握、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深刻认

识之上，从而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具有理性认

识依据的科学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依据唯物史观揭示的人类社会

历史演化的一般规律，掌握了认知社会历史变迁

的钥匙。因此，马克思指出: “人们在自己生活

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

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

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

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

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

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

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

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 ( 这只

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 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

系便由生产力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

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

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

革。”［1］32 － 33这里揭示的是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

即人类要生存首先必须吃、喝、住、穿，为此就

要劳动生产，并通过改进劳动生产来提高生活水

准。于是，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生产关系与

上层建筑也会发生不断演变。基于这一基本认

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做出剖析，彻底弄清

了“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建构了他的“剩

余价值”学说。该学说论证了资本家付给工人的

劳动工资仅仅是工人劳动创造价值的一小部分，

其余的则被资本家无偿地占有。这也就是恩格斯

所讲的: “无偿劳动的占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和通过这种生产方式对工人进行剥削的基本形

式。”［2］740资本对劳动剩余价值的掠夺具有贪婪而

且无休止的特性，促使资本的规模和社会化程度

越来越高，由此，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

私人占有的矛盾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

根本矛盾。资本主义制度这种内在的局限性，随

着生产力的一步步发展，必将为更合理的社会主

义生产关系所替代。

2． 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理论表述

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历史时代，社会主义尚

未从理想变为实践。那么，他们对于未来非资本

主义社会的特征是如何阐释的呢? 简言之，他们

赋予这种全新的社会以 “共产主义”的称谓。就

其本质而言，必然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能够取

代资本主义的、更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其一，

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构成这种新的社会的物质

基础和前提条件。其二，它的经济关系的性质发

生根本变化，彻底改变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资

料私人占有制度、社会劳动大众处于生产体系中

的平等地位。它的生产的目的在于充分满足全体

人民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其三，它的经济运行方

式实现了“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

产进行的有计划的调节”［2］630。而其社会分配方

式将由“各尽所能，按劳分配”逐步转为 “各尽

所能，按需分配”。其四，这种崭新的社会将是

“自由人的联合体”。它的“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

能完 全 自 由 地 发 展 和 发 挥 他 的 全 部 才 能 和 力

量”［3］373，而且“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

自由发展的条件”［4］294。其五，有鉴于这一全新

的社会将是 “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

的，由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

还都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2］304。

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将有

一个过渡时期，并有一个从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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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 即社会主义阶段) 演进到它的高级阶段的

发展历程。

3． 对社会主义理论认识的变化

马克思恩格斯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们对

自己的社会主义观有着清醒的认识。恩格斯明确

地讲: “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

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

么程度。”［5］337 － 338因此，他强调: “我们的理论是

发展着的理论。”［5］681

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历史时代，是资产阶级

革命在英、法、美等几个先进国家相继完成，资

本主义社会制度确立的时代。从资本主义经济发

展阶段看，当时还处于自由竞争阶段，资产阶级

国家政权建立不久，对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运

行尚缺少干预。周期性经济危机频频发生，无产

阶级贫困化造成的阶级对立与对抗十分尖锐。面

对西欧、北美那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社会阶级对

立与对抗日趋激烈的情势，马克思恩格斯曾设想

社会的根本变革将会首先从那里爆发，但是时代

的变迁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无论是英国、

法国还是美国，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变革并未

到来。

在马克思不幸病逝后，恩格斯承担起他们未

竟的事业，继续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做

出分析，并针对变化了的新情势如何实现社会主

义变革的途径与策略做出思考; 而这些认识与思

考，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由他们创立的社会主义

观。恩格斯敏锐地观察到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进

入垄断的演化趋势，比如，他指出: “由股份公

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不再是私人生产，

而是由许多人联合负责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

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

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没有了私人生产，而且

也没有了无计划性。”［5］408 在论及交易所的作用

时，他指出交易所的发展趋势是 “要把包括工业

生产和农业生产在内的全部生产，包括交通工具

和交换职能在内的全部流通，都集中在交易所经

纪人手里，这样，交易所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本

身的最突出代表”［6］1028。这些都论及了垄断资本

主义的主要特征。恩格斯甚至预示垄断资本主义

将进一步演化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但最终仍然

无法逃避资本主义灭亡的命运。

为了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恩格斯晚年

对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处于相对 “和平”发

展的环境下的斗争策略选择做出论析，并对资本

主义不发达国家的革命问题给予关注。马克思恩

格斯在他们的有生之年虽然未能目睹社会主义变

革在世界某个角落实现，但是由他们共同创建的

社会主义观，则成为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构

建人类美好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理论武器而永葆

活力!

二、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

列宁、斯大林是继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又一对

同时代、同国籍，为了把社会主义理论变为现实

而倾注心血与智慧的领袖人物。在列宁的缔造

下，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资本主义不

发达的俄罗斯诞生，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从理论推

进到实践阶段。此后，斯大林继承列宁开创的事

业，通过社会主义建设使苏联成为世界强国，结

束了资本主义在全球的一统天下。

1． 列宁主义的精髓“一国胜利论”

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曾对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

程度做了过高估计，他们对社会主义变革将在发

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的判断未能成为现实。而将

社会主义理想变为现实的却是在资本主义落后的

国家，在新一代伟人列宁的领导下实现的。因

此，马克思主义者就把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全

球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视为马克思主义

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列宁主义阶段。

社会主义苏联的前身俄国，是在 19 世纪后期

资本主义才有较快、较大发展的，比起英国、法

国和美国迟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据统计，19 世

纪末，俄国的农业人口仍占总人口的 5 /6; 资本

7



尚处于原始积累阶段，工人与农民的生活十分贫

困，社会矛盾异常尖锐。20 世纪初，资本主义世

界发生的经济危机加重了工人与贫困大众的苦

难，在 1904 年爆发的日俄战争中，俄国又遭受惨

败。于是，工人罢工、人民请愿的浪潮迭起，沙

皇政府采取血腥镇压的政策更激起民变，从而爆

发了 1905 年革命。虽然反动沙皇政权在帝国主义

国家的支持下残酷镇压了革命，但却使广大民众

更清楚地认识到沙皇专制制度的腐朽与反动，推

翻旧统治的民众基础日臻成熟。

列宁没有固守马克思恩格斯的现成结论。他

对国际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做出深入剖析，认识

到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已经完成由自由竞争阶段向

垄断阶段的转变，提出了 “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

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7］709 的论断。而正是

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将急剧改

变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在世界领土已经

瓜分完毕的情况下，通过战争重新瓜分世界已不

可避免。列宁正确地指出: “资本主义的发展在

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的条件

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确定不移的

结论: 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

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而

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期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

者资产阶级以前时期的国家。”［7］873 同时，他还认

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时机最成熟的地方是矛

盾最尖锐、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革命力量最强

大的地方，资本主义将会首先在这里被冲垮。正

是基于这种认识，列宁领导俄国的工人阶级和广

大劳苦大众，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帝国主义国

家疲于应对战争的机遇，成功地推翻了资产阶级

临时政府的统治，建立起全球第一个社会主义苏

维埃国家政权。

2．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

列宁指出: “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

权问题。”而无产阶级夺取全国政权，就可以凭

借这个专政政权的力量，开始从资本主义向社会

主义的过渡，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列宁领

导党领导人民极其艰难地巩固了社会主义国家政

权，从 1921 年起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

探索。

列宁准确地把握住当时苏联的国情，深入论

证了社会主义时期存在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的必

然性。因此，在他制定的新经济政策中， “把商

品交换提到首要地位，把它作为新经济政策的主

要杠杆”［8］327。为了给农民与企业以生产经营的

自主权，充分调动广大农民与工厂工人的生产积

极性，新经济政策废止了 “余粮收集制”，改行

“粮食税”。这样，农民在完成粮食税上交任务

后，就可以把多余的粮食上市自由买卖。而对工

业企业，则普遍推行经济核算制，放手让企业自

主经营、自负盈亏，并对劳动工人实行按劳分

配，多劳就可以多得。

新经济政策还提出一整套允许资本主义存

在，学习并利用资本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

政策。列宁指出: “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

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

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

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 ( 特别是要

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 作为小生产和社

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

段、途径、方式和方法。”［8］217 列宁提出的 “国家

资本主义”这一创新的资本主义形式，允许资本

主义有一定合法的存在，从而有效利用他们的资

本、技术、管理经验，借鉴、吸收他们创造的一

切先进文明成果。列宁形象地描述他所构想的社

会主义: “乐于吸收外国的好东西: 苏维埃政权

+ 普鲁士的铁路秩序 + 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

+ 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 + + = 总和 = 社会主

义。”［9］520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从 1921 年 5 月正式提

出实施到 1924 年 1 月列宁病逝，不到 3 年。这一

伟大的改革并未能贯彻到底，到 1929 年斯大林发

起的“全线进攻”的“大转变”时就被终止了。

3． 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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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是继列宁之后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

的。在他当政的 31 年中，在帝国主义封锁、包围

的严酷环境下，领导苏联人民建设了第一个社会

主义国家，但是他领导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存在一些严重失误，埋下了后来苏联剧变与解体

的隐患。

斯大林曾经就社会主义的理解做过系统表

述: “未来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这首先就是

说，那里不会有任何阶级存在; 既不会有资本

家，也不会有无产者，因此也就不会有剥削。那

里只有集体工作的劳动者……那里随着剥削的消

灭，商品生产和买卖也会消灭……那里任何生产

工具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也会消灭……由此可见，

未来生产的主要目的是直接满足社会的需要，而

不是增加资本家的利润来生产出卖的商品。”［10］306

这些观点并未超出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但对未

来社会的体制模式却有着他特殊的构想，这是一

种高度集中、高度集权又条块分割、平均分配的

管理模式。

斯大林启动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是优先发

展重工业，以重工业的发展带动国民经济的增

长; 同时，加快生产资料工业化的进程，开始农

业集体化的进程。在经济体制乃至政治体制的建

构上贯彻高度集中的原则。在高度集权体制的支

持下，有效地集中了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短短十几年时间就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

仅通过两个五年计划，工业产值就已跃为欧洲的

第一位、世界的第二位，从而迅速增强了国防力

量，为后来打败德国法西斯、赢得卫国战争的胜

利，准备了物质条件。

这种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同时存在诸多弊端，

在度过特定的历史阶段———应对帝国主义的扼杀

与战争后，它对于社会主义发展造成的阻滞作用

日益显现出来。它脱离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一味

追求公有化程度的提高，过早消灭个体经济，实

行单一的社会主义所有制，而这并不利于生产力

的发展。它过分强调计划经济、排斥商品经济，

形成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也束缚了生产力

的发展。长期、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

业的发展，造成不顾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

他们物质文化需求的满足，其后果就是直接减弱

着社会主义对广大民众的吸引力。急于推进的农

业集体化，更伤害了小农的切身利益。这种种弊

端，在斯大林以后并未能得到根本纠正，以致成

为苏联后来发生剧变的历史原因。

从斯大林的诸种失误可以看出，他是以教条

式的理解来实践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社

会构想的。他忽视了一个最根本的事实，即马克

思恩格斯乃是根据资本主义获得充分发展、社会

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生产关系臻于成熟的条

件，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做出原则性描述的;

它并不适用于经济基础落后、资本主义远不发达

的苏联的国情①。因此，斯大林的做法所取得的

成果只能是暂时性的，并不利于长远、稳固的发

展。

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社会主义

第一次从理想变为现实，实现了人类历史演化过

程中的一次巨变。它鼓舞世界上被压迫的人民为

追求自身解放进行斗争，席卷全球的民族独立与

解放运动在 20 世纪中期摧毁了帝国主义殖民统

治。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影响和援助

下，又一代伟人毛泽东、邓小平在半殖民地半封

建的、落后的中国成功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

设的新探索。

三、后进国家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有

效途径

继列宁、斯大林之后，中国的两位伟人毛泽

东与邓小平，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的

大国成功地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

的伟大实践，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主

9

① 有关后发国家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论述见吴英:

《马克思的两种社会主义理论及其现实意义》，《天津师范

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05 年第 1 期。



义理论与实践的内涵。

1． 依靠人民民主政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

渡

旧中国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

主义“三座大山”压迫之苦。自 1840 年鸦片战

争时起，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向西方欧美国家寻

找真理，但是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帝国主义的侵

略不断打破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迷梦。直到十月

革命为中国指明了社会主义道路，正如毛泽东所

指出的: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

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

论。”［11］1471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劳苦

大众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历经 28 年艰苦斗争，

于 1949 年 10 月 1 日建立起工人阶级领导的、以

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标志着中国新民

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中国已成为一个新民

主主义国家。

当时，新中国面对的是民生凋敝、国力衰微

的严酷现实，工业经济只占国民经济的 10% 左

右，而其中最大、最主要的工业资本还都集中在

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官僚资产阶级手里; 90% 左

右的经济是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

济。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在城市没收官僚资本、

在农村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并在国民经济很快

得到恢复的基础上，1953 年由毛泽东领导制定并

实施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即 “在十年

或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

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

会主义改造”［12］81，从而启动了向社会主义的变

革进程。

在向社会主义变革的进程中，面对的一个关

键问题是如何妥善地处理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

业。对此，毛泽东讲: “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

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

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

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

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民族资

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不

同。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

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

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矛盾如

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

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12］365由此，我国选

择了以“公私合营”的“赎买”政策对私营资本

主义工商业进行和平改造，同时利用合作化对个

体农业和手工业进行改造。应该说，毛泽东创造

性地运用并发展了列宁提出的 “国家资本主义思

想”，从而完成了通过和平改造途径实现社会主

义所有制变革的艰巨任务，这就为马克思主义的

社会主义观增添了新的内涵。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创新

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借鉴列宁的 “新经济

政策”思想，以开拓的勇气和创新精神继承和发

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构建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历经四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

践，已使中国经济实现腾飞，国民生产总值现已

位居世界第二位，人民生活已达到小康水平，其

经济发展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经济走势的重要因

素。

纵览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是既坚持马克思

恩格斯乃至列宁、毛泽东的原则性论述，又有着

从现 时 国 情 出 发 予 以 发 展 的 鲜 明 特 色。他 讲:

“共产主义是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产品极大丰

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没有极大

丰富的物质条件是不可能的。要实现共产主义，

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阶段的任务。社会主义的任

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

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

主义创造物质基础。”［13］137 结合国情实际，他讲:

“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

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

阶段。”［13］252从这个国情实际出发，他为中国社会

主义建设制定了“改革”和“开放”的方针和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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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改革”思路，基本点在于要搞社

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他讲: “为什么一谈市场就

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 计划

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

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

的; 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13］203贯

彻邓小平的这一理论思路，构建市场经济的主

体，我国在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

城市以公有制为主体、搞多种经济并存; 并且允

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先发展起

来的带动后发展的，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

在讲 “开放”时说: “要重视广泛的国际交往，

同什么人都可以打交道，在打交道的过程中趋利

避害。”［13］260 “多 搞 点 ‘三 资’企 业， 不 要 怕

……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

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

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

技术和管理，还 可 以 得 到 信 息、打 开 市 场。因

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

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

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13］372 － 373。回顾中国经济发

展的现时成就，可以说完全验证了邓小平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实效。他在马克思主义社

会主义观的丰富和发展上书写了重要的一笔。

四、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是在实践的发

展中不断丰富的科学理论体系

通过回顾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观的发展脉

络，我们可以获得的启示在于: 它的每一次重大

的演进和发展都是基于正确的社会实践和认识。

正如恩格斯曾经深刻指出的: “至于说到每一个

人的思维所达到的认识的至上意义，那么我们大

家都知道，它是根本谈不上的，而且根据到目前

为止的一切经验看来，这些认识所包含的需要改

善的东西，无例外地总要比不需要改善的或正确

的东西多得多。”［2］427 可以说，不同时代的伟大的

马克思主义者都继承了这一唯物主义的理论方

法。列宁讲: “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

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 恰恰相

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

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

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14］274邓小平则更加具

体地阐明: “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

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

切合中国实际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3］363 可

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绝非僵死的、一成

不变的模式，它必须伴随时代的演进、运用它指

导实践的具体条件的异同，予以发展与创新。那

种全盘照搬的所谓 “坚持”，无疑将有损于马克

思主义社会主义观的科学性与实效性。

放眼当今 世 界，在 第 四 次 科 技 革 命 的 促 进

下，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尽管以美

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得益于科技创新和

生产力发展的领先地位，致力于维系和增强由它

们建构的全球经济和政治秩序，但是社会主义的

实践，不仅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伟

大成就而为世人所瞩目，同时还有古巴、越南等

社会主义国家在继续坚持、探索与开拓。马克思

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在实践中日益得到发展与丰

富，必将与时俱进地显现出它在推进人类社会历

史演进中的无限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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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ist Theory and Practice: A Comparative Study

WU Ying
Abstract: Since Marx and Engels founded the theory of scientific socialism，socialism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of develop-

ment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the stage in which Marx and Engels founded the theory，the stage in which the theory of socialism was

established and its influence gradually expanded，as well as the stage of China’s successful exploration on the road of socialist con-

struction． At each stage of development，great historical figures are produced． Facing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and different na-

tional conditions，they have made explorations and achievements which are different from their predecessor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They constantly enrich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onnotation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through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as well as

persistence and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will examine these three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revealing not only the tenacious vital-

ity of socialist theory and practice，but also the worl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constructing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

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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