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开放而科学
———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思想及其现实基础

何　 蓉

提要：社会主义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既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批判，又是对
美好社会的设想。 自 １９ 世纪中期以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路线指导了国
际工人运动及各国工人阶级政党的实践，其本质不仅是批判的，更是面向现
实的一个充满活力的思想体系，这使得社会主义可以成为科学分析的主题。
本文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社会主义的未来设想有其历史的演变过程，这
一方面表现为其著作中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取舍评判，另一方面表现为
面对全球社会经济变化的积极因应。 恩格斯在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之后有
关社会主义所有制、发展策略等论述表明，面对工业化、城市化与全球化的诸
种挑战，社会主义理想仍然有实现之途，恩格斯本人作为社会理论家的特色
亦得以充分体现。 对当前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国社会而言，恩格斯晚年的
社会主义思想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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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是什么？”这个问题会引发内涵极丰富、外延极多样的

回答。 在托马斯·莫尔 １５１６ 年出版的《乌托邦》中可以看到对现实社

会的批判和对完美社会的描述。 从莫尔的思想路线开始，在现代化与

工业化逐步发展、社会对立加剧等背景之下，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社

会主义者们确信，社会主义社会意指“一个财产共有、普天同乐、和谐

协力和团结的人类，一个能使人类的力量、人类的美、人类的光辉和荣

耀升华到最高境界的社会，一个安抚受难的人民、把不幸的人们从饥饿

和悲伤的苦难中拯救出来而把幸运的人从自我主义中解脱出来的社

会，一个使劳动与欢乐、富有与善良、德行与幸福在尘世间结合起来的

社会”（赫茨勒，１９９０：２１５）。 因而，平等、宽容、博爱、协作等会代替当

下的等级、对立和差异，成为未来新社会的价值观（吴向东，２０１６；冯颜

利、唐庆，２０１６）。
社会主义思想一旦明确形成，便会在人类历史的长时段中引起多

方的回响。 例如，恩格斯在《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中注意到，最初的

基督徒在其被压迫者的出身、求解放的斗争意志与获得最终胜利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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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方面，与当代的社会主义者相似（恩格斯，１９６５ｃ：５２５）。 类似的还有

基督教社会主义、佛教社会主义等思想路线与实践机制，强调在平等、
博爱、团结等基本价值的意义上，诸宗教与社会主义的相通之处。

不过，社会主义仍主要是现代社会转型的产物，与现代性息息相

关，针对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政治制度、社会运行当中所产生的贫

困、剥削、不平等等社会问题。 社会主义的思想一旦进入社会运动和现

实政治的领域，就促进了改善底层民众生活状况、提高工人工资、缩减

劳动时间、保护妇女和儿童权益等重要的改革。 在 １９ 世纪后期世界范

围内经济发展与政治风云变化等背景之下，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实践

呈现多样化的特色，除了英、美等国的具有进步主义色彩的社会改良运

动之外，欧洲劳工阶级的政治组织和政治动员也得以加强，如国际工人

联盟建立，德国社会民主党成立并领导工人运动，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

亦得以建立并从事政治活动。
自其诞生以来，社会主义自身就包含着不同的思想路线和发展历

程：从思想家的价值理念到部分思想家和有产者的小规模社会实验，再
到马克思、恩格斯开启的科学社会主义阶段；从工人运动发展、社会主

义政党建立，再进入到多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 在革命的社会理论

家马克思与恩格斯看来，作为一种批判和空想思潮的社会主义，可以成

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并因此发展成为具有历史现实性的、科学的理论。
例如，恩格斯认为，空想社会主义将社会主义当作“绝对真理、理性和

正义”，本质上是一种哲学唯心主义，实践上只能导致一种折衷的、不
伦不类的社会主义（恩格斯，１９６３ａ：２１７ － ２２４）。 科学的社会主义应具

有其现实基础，换言之，以真正科学的态度来看，“社会主义”作为一种

学说是以理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但其内容却扎根于现实生活（薛俊

强，２０１２）。
由此来看，社会主义在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过程中，与现实的经济

制度、社会组织等密切结合的特征尤为显著。 但是，其面向社会、面向

变化的特征，又为如何定义它带来了纷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研究者

们注意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很大程度上对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

规定和细节所谈不多。 乔姆斯基指出，马克思对社会主义“不置一

词”，全部著作中“只有五句话提及社会主义”（萨罗斯，２０１６）。 与此类

似，雷蒙·阿隆认为马克思对人类的命运、历史的变革及他所身处的资

本主义制度都有其理论，却没有明确论述社会主义制度是何物。 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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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其著作的内容来看，马克思毋宁说是有关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学

家（阿隆，２０００：９１）。 我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也注意到，马克思并

未为后人铸就一个未来社会的具体模式（于光远，１９８８ａ），或只是一般

性地谈及社会革命后的状况（郭庆仕，１９８８）。 这为把握、理解马克思

的社会主义思想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例如，有关社会主义的相关文献浩如烟海，但具有以下特征：一方

面，社会主义似乎无所不在，凡是具有集体主义、国家主导意义的，都被

冠以社会主义之名；另一方面，思想者们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但
可能与马克思论著本身相距甚远，甚至逆向而行。 前者的典型是米瑟

斯，只要有生产资料的集中趋势和国家干预经济的特色，诸如马克思主

义、布尔什维主义、福利国家、罗斯福新政等，都被他认为是某种社会主

义（米瑟斯，２００８），这种思路现在仍可见于当前世界各国的政治、社会

舆论当中。 后者的一种情况是，对于社会主义是什么的问题众说纷纭，
某些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家发展了马克思思想中的某种特定倾向，
却有可能走向与马克思本人思想路线发展的反方向。 例如，马尔库塞

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早期的人本主义因素，将革命的关注点从政治、经济

转向意识、本能，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定阶段，正统的“科学”社会

主义已经不合时宜。 这样，通过强调社会主义作为“乌托邦”的方面，
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不再是从乌托邦走向科学，而是从科学走向乌托

邦（周金华，２００３）。
有鉴于此，本文认为，需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结合马克

思、恩格斯的思想发展过程及时代背景，来考察社会主义在其科学阶段

的具体内容。 本文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持历史的、发展的立场，从
社会学的制度的、情景的角度考察其思想的发展。 所谓科学的，并不是

一成不变的教条；相反，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表现之一就是立足现实、
向变化保持开放，在价值目标、社会制度、制度演化的条件、变革的社会

力量之间建立起可检验的关系。

一、从共产主义到社会主义：思想的演变

如上所述，雷蒙·阿隆、乔姆斯基已经注意到，马克思对社会主义

的具体细节等似乎语焉不详。 但事实上，马克思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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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导师，其深远的影响毋庸置疑，而其著作中有关共产主义的部分

与社会主义问题密切相关。 因此，要深入了解其有关社会主义的可能

的思路，不妨从了解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二者的关系入手。
一种研究立场是，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都是未来社会的形态，这两

者基本一致。 例如，研究者指出，在《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

思提出了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在肯定“社会主义”概念的同时，接纳了

“共产主义”。 此时，共产主义隶属于社会主义。 至于 １８７５ 年的《哥达

纲领批判》一文，体现出马克思在更高一级基础上实现了共产主义和

社会主义两个概念的综合，只不过这时马克思明确地将社会主义隶属

于共产主义，即作为共产主义整个社会形态发展的第一阶段。 这两个

标志性的文献表明，马克思、恩格斯是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
为同义语来把握的，只是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而区别使用（赵智奎，
２０１１）。 质言之，在马克思、恩格斯规划的未来社会中，社会主义与共

产主义两个阶段同属一个社会形态，区别只在于成熟的程度（刘昀献，
２００３）。 依此立场，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共产主义的设

想亦可在很大程度上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 这对于把握马克思主义的

社会主义发展之途来说，无疑是非常有帮助的。
不过，从著作史的角度来看，马恩著作中从共产主义到社会主义的

措辞转变，表明其思想侧重点亦发生了转换：１９ 世纪中期文献中倾向

于共产主义，而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以后更多谈及社会主义社会。 我

们一方面要明确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两者间的关联与统一，另一方面

要关注这种语词变化的社会背景与思想演化的线索。
首先，从其思想环境来看，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当时的共产主义

与社会主义带有不同的阶层属性：所谓社会主义者，是信奉各种空想学

说、提出拙劣应对措施的江湖术士，他们远离工人阶级，试图通过小修

小补存留现有的社会秩序；而工人阶级中那些要求根本改造社会的人，
把自己叫做共产主义者，尽管其共产主义是朴素的、未经提炼的。 在写

作《共产党宣言》的时代，“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上，是上流社会的，而
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所以我们一刻也不怀疑究竟应该在这两个名

称中间选定哪一个名称。 而且后来我们也根本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

抛弃”（马克思、恩格斯，２００９：２１）。 因此，马克思、恩格斯选择共产主

义乃是有意为之，代表其阶级立场和底层关怀。
其次，马克思对当时的各种旧式的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都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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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 例如，马克思在《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批判了形形色色的

共产主义思潮，其中的第一种类型是“粗陋的共产主义”，往往不过“是
贪欲所采取的并且只是用另一种方式使自己得到满足的隐蔽形式”；
第二种是民主的或专制的政治形式；第三种是废除了国家、但仍处于私

有财产影响之下的形式。 惟独“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

扬弃”的共产主义表征着人向自身、向社会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完全复

归。 这是人与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从而终结了人

的生命活动的异化。 共产主义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

是这种解答”。 这是通过扬弃私有财产来确立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

的自觉选择（马克思，２００９：１８４ － １８６）。
对囿于成见的旧式的社会主义者的批评，可集中见于恩格斯为共

产主义者同盟修改纲领时写作的《共产主义原理》（恩格斯，１９５５）。 其

中，他把社会主义者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具有怀旧、复古倾向的“封建

和宗法社会的拥护者”，他们看到社会的弊病，便无视“大工业、世界贸

易和由它们造成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强大力量，认为应该恢复封建和

宗法社会，企图恢复贵族、行会师傅、工场手工业主以及和他们相联系

的专制君主或封建君主、官吏、士兵和僧侣的统治，实际上是用其他的

弊病来替代当前的弊病；第二类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或现代社会的

拥护者，他们力图通过“种种简单的慈善办法”或“规模庞大的改革计

划”来消除社会的弊病，从而力图保持现今社会，他们的活动有利于共

产主义者的敌人，他们所维护的社会正是共产主义者所要推翻的社会；
第三类是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直到争得民主和实行由此产生的社

会主义措施为止，这个阶级在许多方面都和无产者有共同的利益，因而

无产阶级是可以与之达成协议和共同政策的（恩格斯，１９５５：１８ － １９）。
综合马克思、恩格斯的前述评论来看，社会主义或者具有朝向过去

的浪漫情怀，或者只肯部分地解决社会之弊病；而共产主义直面资本主

义时代的现实和社会化大生产的主导性，具有彻底的平等、自由的社会

理想。 因此，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等 １９ 世纪中期文献中，
对比社会主义的精英和中产的色彩、改良的倾向、怀旧的情绪等，选择

了具有工人阶级立场、更为革命性的共产主义。
从这一分析来看，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的《哥达纲领批判》将社会主义

纳入并作为共产主义的第一个阶段，就具有实质意义了。 至少可以说

明，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社会主义的思考有一定的发展过程，尽管其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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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自由、进步的理想始终存在。 他们肯定了资本主义的时代特性和社

会生产大发展的前景，也认识到与特定的、有进步意义的社会主义者具

有战略联合的可能性，立场因而有所改变。 造成这一转变的有两个方

面的因素，一是 １８４８ 年革命失败，二是国际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的结

合、工人政党的活跃。
１８４８ 年革命失败、欧洲共产主义者大量流亡等情况无疑对马克思

产生了深远影响。 例如，在 １８５８ 年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马克思谈到

俄国发生的革命，在肯定其意义的同时，流露出对欧洲社会主义变革潜

能的质疑：“对我们来说，困难的问题是：大陆上革命已经迫在眉睫，并
将立即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 但是，由于在极为广阔的领域内资产阶

级社会还在走上坡路，革命在这个小小角落里不会必然被镇压吗？”
（马克思，１９７２：３４８）他已经意识到，由于得到了大规模工业化生产与

资本、市场的全球化潮流的有力支撑，资本主义仍然具有压倒一切旧制

度的扩张性和发展潜力，因此，资本主义不太可能立刻终结。
这一点从恩格斯写于 １８９５ 年的《卡·马克思“１８４８ 年至 １８５０ 年

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看得更清楚。 恩格斯指出，１８５０ 年春

季，马克思、恩格斯还在期待“不久就会有革命力量新高涨到来”，然而

到了当年秋季“就已永远抛弃了这种幻想”，指出“新的革命，只有在新

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 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像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
是不可避免的”（恩格斯，１９６５ａ：５９３）。 恩格斯在回顾历史时指出，“当
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的程度”（恩格斯，１９６５ａ：５９７）。
另一个因素是国际工人运动逐渐发展起来，工人的斗争越来越有

政治性。 例如，德国工人从 １８６２ 年起开始筹划建立工人阶级独立组

织，１８６３ 年成立了全德工人联合会，德国的工人运动与德国经济的腾

飞同步发展，并在经济力量与国家制度的双重塑造之下被制度化了

（Ｗｕｔｈｎｏｗ，１９８９：３７７ － ３８６）。 在欧洲范围内，１８６４ 年在伦敦成立了国

际工人协会，亦即第一国际，马克思为其修订了《协会临时章程》并得

到中央委员会的批准而施行。 第一国际时期最突出的事件就是 １８７１
年爆发的巴黎工人革命的成功，并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人阶级政权，
即巴黎公社。 不过，第一国际从组建伊始就存在多种不同的社会主义

派别，例如信奉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英国工联主义派、法国蒲鲁东

派、德国拉萨尔派，以及后来加入的鼓吹无政府主义的巴枯宁派，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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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与恩格斯对各国工人党、第一国际发挥了精神引导的作用，而各

国的工人运动实践又进一步影响了他们的理论思考。

二、恩格斯后期著作中的社会主义

在对马克思、恩格斯相关著作的梳理中可以看到，从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

代到 ７０ 年代中期，存在一个从共产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侧重点变化，其
中包含着他们对世界政治经济走向的判断和对未来社会的愿景。 这一

变化又影响到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后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策略转变，
即从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走向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积聚和训练

革命力量。 结合马恩著述史的线索，这提示我们不仅要重视马克思在

世时的作品，而且要重视恩格斯的作品，尤其是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以

后的作品，其中有不少与社会主义相关的论述在欧洲各国广为传播，成
为了各工人党的指导纲领。 换言之，尽管马克思对社会主义较少进行

具体论述，但是恩格斯的作品可以提供一定的补充。
对于恩格斯的贡献，马克思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１８８０ 年法文版前言中进行了回顾，指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当代

社会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 １８４４ 年就以他最初发表在马克

思和卢格在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引起

了注意。 《大纲》中已经表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一般原则”；在
１８４８ 年革命时期和革命失败之后社会主义运动新的发展时期，恩格斯

一直聚焦社会问题，笔耕不辍（马克思，１９６３：２５９ － ２６３）。 １８７０ 年之

后，恩格斯从工厂工作中脱身，搬回伦敦，专心致力于革命事业。 此时，
由于欧洲大陆的国际工人运动自身的代际转变，恩格斯的作品对于重

申马克思主义立场、领导国际工人运动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研究者

认为，正是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整理与传播，使之成为欧洲社会

民主主义的基本思想。 因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走入社会运动，得益

于恩格斯在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所做的思想传播与宣传工作（Ｈｕｎｔ， ２００９：
２７６）。 《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等形塑了欧洲大陆共产

主义的发展方向，新一代社会民主党人如倍倍尔、普列汉诺夫等都是在

其影响下成长起来的。 到了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恩格斯在伦敦的住所成

为国际社会主义的中心（Ｈｕｎｔ， ２００９：３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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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杜林论》的引论部分，恩格斯就讨论了“社会主义”的问题，
指出早期的社会主义中存在空想主义成分，“空想主义者之所以是空

想主义者，正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还很不发达的时代他们只能是这

样。 他们不得不从头脑中构思出新社会的轮廓，因为这些轮廓在旧社

会本身中还没有普遍地明显地表现出来；他们之所以限于为自己的新

建筑的基本特征向理性求助，正是因为他们还不能求助于同时代的历

史”（恩格斯，１９６３ｃ：２９０ － ２９１）；而当大工业得到充分发展时，“新的生

产力已经超过了这种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利用形式”，生产力与生产方

式的冲突表现为“实际地、客观地、在我们之外、甚至不依赖于引起这

些冲突的那些人的意志或行动而存在着”（恩格斯，１９６３ｃ：２９３）。
１８８０ 年春天，恩格斯将《反杜林论》的相关部分加以修改，并以《社

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为书名在巴黎出版，更为集中地讨论了

社会主义问题。
通过思想溯源，恩格斯指出，“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

是对统治于现代社会中的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

间的阶级对立和统治于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

果。 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 １８ 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

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现代社会

主义者想立即“解放全人类”、“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恩格

斯，１９６３ａ：２０５、２０７）。
但是，历史唯物主义注重现实，社会主义并非“某个天才头脑的偶

然发现”，而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必然产物”，社会主义

的任务不仅是构想完美的社会体系，社会主义者还要“研究必然产生

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

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恩格斯，１９６３ａ：２２６）。
这一根本原则意味着，脱离实际的设想无论多么美好也无法达成

其目标，而社会主义强调制度因素、关注经济与政治的现实状况。 因

而，马克思主义对于未来社会基本设想的侧重点的变化之一，就是从描

述美好社会转向某种制度取向，强调制度在调和利益、确立秩序上的作

用。 就人类整体的未来本身，前述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从共产主义到

社会主义的话语和侧重点的变化，指示了从“联合体”到“社会”、从美

好社会的设想到容纳制度约束的转向。 例如，马克思在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

代提供了一个没有贪婪、竞争、欺诈与剥削的非异化社会的全面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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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曾对这个“联合体”的原则进行过详

尽的解释，例如共同生产、产品极大丰富、消灭阶级、共享福利等（恩格

斯，１９５５）。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当中，马克思虽然仍然使

用了“自由人联合体”来描述社会主义的图景，不过已经涉及到产品的

一部分如何在社会成员中分配的问题，特别是分配方式“会随着社会

生产有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

变”（马克思，１９７５：９４）。 长期来看，要实现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

的理想，必须先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即生产力大发展。 社会之所以分

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是生产力不发达

的必然结果，“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

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

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而现代

生产力的发展将会消灭生产的不足，从而为消灭阶级划分提供前提

（恩格斯，１９６３ａ：２４３ － ２４４）。
因此，在此前的“联合体”原则之下，家庭、国家等体现着统治阶级

压迫性的制度、秩序等都必然走向灭亡。 但是，“社会”原则和制度取

向则表明，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具备生产力大发展、消除阶级剥削的前

提；而且，即使到了生产力发展的高水平阶段，即使国家权威消失、生产

资料具备充分的社会性，生产计划、产品分配等仍然意味着要考虑具体

的制度与安排，即作为原则的平等需要有制度的支撑。 这使马克思主

义不仅具有美好的未来设想，而且有如何达致美好社会的考虑。
基于这一变迁的线索，对于考察社会主义的思想发展来说，１９ 世

纪 ９０ 年代便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从经济与政治发展来看，这一时期是

世界资本主义获得大发展的时期，大规模工业企业、全球贸易体系成为

重要特征；马克思主义成为团结各国社会主义者的纽带、工人运动的广

泛发展、各国政局风云变幻（例如 １８９０ 年德国俾斯麦下台、反社会党人

法被废、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斩获甚多），既是社会主义思想

传播的结果，又为其提供了进一步的实践基础。
另一方面，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以后的作品是恩格斯生前最后的

著作论述，代表其理论发展的成熟阶段。 既往的研究从其政党学说、革
命策略、国家形式与政权组织建设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总结（马玉珍，
１９８７；朱本源，１９８８；朱传启，１９９４；李元书，１９９６；刘思仓，２００２）。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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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上来看，典型的研究立场仍然注重强调恩格斯作为马克思立场的

捍卫者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合作者、阐释者和传播者所发挥的作用（朱
传棨，２０１５；王美玲、金林南，２０１７），对恩格斯的原创理论贡献较少关

注。 这或许是由于既往的研究中对恩格斯晚期的作品有一些批评性的

看法。 例如，对于马、恩之间的理论关联，卢卡奇曾指出，１９ 世纪 ８０ 年

代，恩格斯在对马克思著作的整理、解释中，基于其自身的唯物主义、科
学主义等立场，存在着对马克思的误解、歪曲，《反杜林论》、《社会主义

从空想到科学》代表着对马克思的第一次偏离（Ｌｕｋａｃｓ，１９７１：２４）。 本

文则集中于恩格斯作品本身的思想与贡献，认为恩格斯后期的工作中

有关社会主义的思想线索值得重视：一方面，从作品的社会背景来看，
１９ 世纪 ８０、９０ 年代是一个发生了重大变革的时期，影响到恩格斯的思

想；另一方面，恩格斯早年关注社会问题、劳动者的社会福利，这些主题

在资本主义新阶段具有了新的面貌。

（一）社会主义的开放性质和对社会问题的关注

恩格斯的作品体现了一种开放性，体现在其社会主义的拯救劳苦

大众的底层关怀和平等、公正、自由、解放等目标，因而具有理想性质，
但对具体的制度安排、变迁等则保持了开放。 他在 １８９０ 年 ８ 月写给奥

托·伯尼克的信中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一成不变

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

的社会”（恩格斯，１９７１ｃ：４４３）。 同年，恩格斯在致康·施密特的信中，
就未来社会的分配方式的一场辩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即未来社会并

没有一成不变的分配方式：“分配方式本质上毕竟要取决于可分配的

产品的数量，而这当然随着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而改变，从而分配方

式也应当改变……合理的辩论只能是：（１）设法发现将来由以开始的

分配方式，（２）尽力找出进一步的发展将循以进行的总方向”（恩格斯，
１９７１ｂ：４３２）。

基于半个世纪的革命经历，恩格斯对实现社会主义的多种手段和

途径都有所反思。 从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至 ９０ 年代，恩格斯经历了街垒革

命、工人运动、政党政治等不同类型的革命实践。 斗志昂扬的 １８４８ 年

革命失败了，革命力量受到了打击，不少人受迫害离开了欧洲大陆。 到

了 １９ 世纪后期，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和改良主义的政策要求（普选权、
累进税、教育与医疗福利等）相结合，产生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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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尽管俾斯麦一方面实施反社会主义的法令，另一方面进行了社

会福利与保障方面的改革，试图压制社会主义者，但是，德国社会民主

党通过多种方式在工人中进行组织、动员工作，在议会选举中的得票率

从 １８７８ 年的 ７ ５％上升至 １８９０ 年的 １９ ７％ 。 １８９３ 年，恩格斯在接受

采访时，明确针对大众参与的政治时代，提出要实行工人阶级的政党政

治，并进一步使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想渗透到人民中去。
这一策略转变的基础在于，欧洲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仍处于一个

上升期，资本主义具有巨大的经济潜力，越来越规模化、集中化。 恩格

斯在 １８９５ 年回顾了 １８４８ 年革命失败之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转变，
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革命进而席卷欧洲大陆的情况。

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初次真正确立

了大工业，并且把德国变成了一个真正第一流的工业国，———这一

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这个基础在 １８４８ 年还具

有很大的扩展能力。 然而，正是这个工业革命到处都使各阶级之

间的关系明朗化起来；它排除了从工场手工业时期遗留下来而在

东欧甚至是从行会手工业中遗留下来的许多过渡形态，产生了真

正的资产阶级和真正的大工业无产阶级，并把它们推到了社会发

展的前台。 ……如果说在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条件已经起了变

化，那末阶级斗争的条件也同样起了变化。 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
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

了（恩格斯，１９６５ａ：５９７ － ５９８、６０７）。

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革命策略会随着经济生产的形式和状况而

不断调整；相应地，政治运动中的手段抉择也要求理论进行相应的调

整。 恩格斯密切关注着欧洲社会和经济中出现的垄断资本主义、卡特

尔、殖民掠夺、金融资本主义等形式，对欧洲各工人党的发展策略提出

指导和建议。 显然，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不是僵硬的、原教旨主义者

的教条，而是既具有人道主义的目标，又是批判的、容纳多样性与变革

的科学理论。 恩格斯的相关著述表明，他认为科学探索的目标在于质

疑现有的知识，尝试所有的可能性，去开创历史而非膜拜历史。 由此观

之，他的立场带有某种波普式的科学发现逻辑 （Ｈｕｎｔ，２００９：３６２ －
３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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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主义的所有制问题

在恩格斯的著作中，除了明确说明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要与社会

生产相适应之外，还提出了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的问题。 在《反杜林

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文章中，恩格斯指出，生产力

不断发展，终将会突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桎梏，形成生产资料的社会

占有，从而既消除生产的人为障碍，也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浪费与破

坏，并消除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挥霍浪费，保障社会成员在富足的

物质生产基础上自由而充分地发展其体力与智力的潜力。
但是，“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本身应作何种解释，应如何体现？

人们有可能基于对社会、对占有的不同理解而产生不同的制度设计。
于光远先生指出，中文学界对此存在着误译与误解：平常我们讲社会主

义所有制的基本性质是生产资料“公有”，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原文中有

关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本性质是“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 于先生辨

析了德、英、俄各版本的《反杜林论》并指出，恩格斯在谈到古代原始社

会的所有制时，使用的是“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或“Ｋｏｍｍｕｎｉｔａｔ”，而未来新社

会的所有制则是“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 其中，前者指的是古代社会的共同体

或公共体，本身是在社会化生产之前、比较单一的形态，后者则是近代

以来，既有的传统崩溃的基础上形成的人的结合体。 资本主义兴起之

后，人类生产大发展意味着“社会所有”既要容纳共同体性质的因素，
也要容纳社会性质的因素，是一种特殊的公有制。 于先生指出，这一基

本术语的混淆影响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有关所有制的决策，例
如曾长期将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等同于公有制、国有制。 而从对恩格斯

著作的语辞、语境等的分析来看，社会主义社会实施的是特殊的公有

制，即“社会所有制”（于光远，１９８８ｂ）。
在此，社会所有制的意义系于“社会”一词的具体含义。 “社会”不

同于人类社会早期的共同体，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逐步发展起

来的，其核心在于生产的“社会化”，即基于差异、分工而组织起来、紧
密相联的生产方式。 恩格斯认为，私人所有制与这种社会化生产方式

之间的矛盾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 也因此，“社会主义的

利益决不在于维护个人占有，而是在于排除它，因为凡是个人占有还存

在的地方，公共占有就成为不可能”，因此，“社会主义的任务，勿宁说

仅仅在于把生产资料转交给生产者公共占有”。 在农村，社会主义的

目标是生产者公共占有生产资料，而不是把佃农变成小农或把负债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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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的私有者变成没有债务的私有者，不是要把虚假的所有权变成真正

的所有权（恩格斯，１９６５ｂ：５７２ － ５７３）。 因此，社会主义者一方面反对

资本主义基于私有权的剥削制度，另一方面反对以所有权的重新分配

为真正目标，其最终任务是实现生产资料的生产者公共占有。
从恩格斯的著作来看，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或社会所有制有“社

会化”和“国有化”两种机制。 所谓生产的社会化，指生产力突破原有

的私人所有，股票交易、股份公司等便是社会化的一种形式。 １９ 世纪

后半期，资本主义持续发展，生产的社会化进入新阶段，企业主的功能

被分散。 铁路、远洋货运等行业中普遍出现股份公司的形式，企业的所

有者只以董事和股东等身份，对企业实施监督、干预等有限的职能。 这

就是说，现实的经济发展，“愈来愈导致积聚，导致生产的社会化，使生

产成为不能再由单个资本家来管理的大企业” （恩格斯，１９６３ｂ：３１５ －
３１８）。

而“国有化”特指在某些大规模的、其他形式的资本主义难以承担

的行业，如邮政、电报和铁路等大规模、跨地区的交通等机构，当其规模

已经发展到不适合股份公司来管理时，“不得不”由国家来实行。 换言

之，国有化只有在特殊行业发展到特定阶段的时候才实施，是经济进步

和生产力发展进入新阶段的结果，否则，就会像俾斯麦所实施的国有化

一样，只是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恩格斯，１９６３ａ：２３９）。
总的来看，基于恩格斯“生产资料由社会占有”的论断和生产者与

所有者应合一的终极目标，社会化的生产消解了企业主原来的经济功

能，而国有化是更进一步的手段。 这表明，所谓的社会所有制，实际上

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公有、共有和社会成员分享的可能性。

三、小结：从社会学角度看社会主义的意涵

纵观整个 １９ 世纪，既是世界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又是欧洲强国

对外扩张、对内政治风云变幻的时期。 以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实践与

著作为基础，可以看到社会主义作为一个主题词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

的多重主题：作为继承人文主义理想的思想路线，社会主义代表着一种

精神，提倡平等、合作、互助等价值理念；作为对现实种种不公正现象的

批判，社会主义在肯定社会进步的基础之上倡议平等，在人之为人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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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权利基础上呼吁人的自由与解放；秉持对未来好社会的基本规划，社
会主义当中有乌托邦的成份，有小规模社会实验的尝试，更有不同实践

方式的社会运动、社会革命；作为关切现实问题的社会主义，具有制度

取向，以及直面并应对现实变化的特色。 在后一意义上，社会主义是开

放的，因而是科学的，也便意味着它可以成为科学分析的对象。
在学术领域，现代有关社会主义的讨论极为丰富，并成为新生的社

会科学诸领域的重要主题。 例如，社会学在其奠基阶段，就有不少关于

社会主义的思想与实践的讨论。 早期的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

在其《社会静力学》中基于普遍平等法则而得出了个人土地平等使用

权、公共的合股所有制等原则（斯宾塞，１９９６）。 法国社会学家爱弥

尔·涂尔干同样密切关注社会主义问题，他在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计划将

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学术主题加以讨论，分析圣西门、普鲁东、马克思等

所提出的新的道德、政治与经济行动原则及其社会背景。 尽管计划没

有完成，但在 １８９５ － １８９６ 年间，他对社会主义如何发端、圣西门的思想

等有所研究（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２００９）。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从国家的

经济政策角度关注社会主义的问题，考察了工业化大生产、技术革新和

新的分工等背景之下，社会主义作为经济计划组织的运行特征与可能

的后果（Ｗｅｂｅｒ，１９９４：２７２ － ３０３）。 后来的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发展

了韦伯的思路，讨论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与理性特征（熊彼特，
２０００）。 其他如滕尼斯、桑巴特等经典社会学理论家都曾从各自的角

度对社会主义进行过探讨。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是贯穿社会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线索。

这一点对理解和评价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学思想有着重要意义。 在

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对各国政治生活中制约工人运动与社会民主

党的力量有着清醒的认识、乐观的态度和在坚定的最终目的与灵活的

手段之间取得均衡的策略，对国际工人运动发挥了主导性的影响。 他

还时刻关注着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和社会革命的可能性，对政党

政治、民族问题、国家问题等均发表了精辟见解。 因此，恩格斯的后期

著作为他树立了关注社会主义问题的社会理论家的学术地位。
恩格斯不仅具有阶级的眼光，而且认识到了全球化的时代浪潮。

他在《法德农民问题》中强调，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发展、全球化贸易

体系让大土地占有者和小农都同样面临着灭亡。 动员易北河以东地区

农业工人时，既要让他们认清形势，成为工人阶级的盟友，又要清楚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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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的局限性；既要反对反动阶级的阶级利益的代表，又不要排斥作为

个人的阶级成员，要将其团结到革命队伍中（恩格斯，１９６５ｂ）。 他在致

若昂·纳杰日杰的信中指出，各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面临着共同的障

碍，即反动力量的神圣同盟，只有去除这一障碍，才能实现各民族的自

由发展，以合作实现社会革命（恩格斯，１９７１ａ：４）。 因此，以恩格斯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以后的文献为焦点，可以看到社会主义理论直面并把

握了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等时代挑战与机遇，从而具备了新的特

色，即为社会转型过程中需要面对的社会问题提出社会治理与社会政

策思路。
除了有面向现实的开放特征，社会主义理论本身还体现着马克思

主义一贯以来的关注底层的立场。 从早期马克思对林木砍伐令的剖

析、恩格斯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揭露，到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恩格斯对法

德农民问题的洞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始终立足于社会大众的

生存和生产状况，在呼吁保障其权利的基础之上，注重提高其阶级意识

与组织动员能力，为革命创造思想条件。
总而言之，从恩格斯的作品来看，社会主义理论面向发展、面向多

样性，以全球化为前提条件，对既往的社会主义思潮构成了挑战，又提

供了合作的可能性。 马克思主义路线的社会主义，既秉持其核心的价

值理念、终极的未来社会理想，又能够开放地面对经济、政治、技术等领

域的新进展，启蒙大众，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参政体系。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始终立足于中国国情

与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开

放性和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的理论和实践探索的成果。 在当前国家经济与社会迅速发

展并加入全球化浪潮的背景之下，中国人民的理论与实践理应为世界

社会主义提供独特的发展道路启示与理论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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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专栏 因开放而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