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神是不会衰老的
———关于《共产党宣言》政治魅力的学术谈话

王邦佐　秦德君

　　秦:1848 年 2 月 , 人类思想史上发生了一件惊

天动地的大事 ,这就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

的历史文献———《共产党宣言》的发表。这部著作

一经发表 ,就对当今世界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思想意

义 ,在一定意义上说 , 它改变了这个世界。正如斯

大林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自己的`宣言' 创造

了一个时代” 。光阴荏苒 ,风云变幻 ,转眼 150 年过

去了 , 一个半世纪的风云荡涤 , 并没有磨灭其丰厚

的思想价值 ,反而使其愈显真理的耀眼光芒。

王:这就是《共产党宣言》这部伟大历史文献的

政治魅力所在。人类文明史上 ,举凡经典的东西总

是具有永久的魅力。马克思曾经把真理比作燧石 ,

“它受到的敲打越厉害 , 发射的光辉就越灿烂。”在

人类历史上 ,产生过许多有过巨大影响的政治性宣

言 ,但是像《共产党宣言》这样对人类社会产生震撼

如此之大 ,影响如此之广 、持续时间如此之长 、引起

社会变革如此之烈却是绝无仅有的。 《共产党宣

言》一经问世 , 就“受到过当时人数尚少的科学社会

主义先锋队的热烈欢迎” , 恩格斯说“它无疑是全部

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带国际性的著作 , 是

从西伯利亚起到加利福尼亚止的世界各国千百万

工人共同的纲领。”十月革命后 ,《宣言》有了更为广

泛的无可比拟的政治影响力 ,几乎被译成了所有的

语言 ,指引着全世界共产党人为争取无产阶级的解

放而斗争。到 1983 年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时

候 ,据不完全统计 ,全世界已以 110 种文字出版《宣

言》 100 多次。本世纪 80 年代 , 西方报刊把《宣言》

列为 15 种(或 20 种)对人类社会发生过最大影响

的思想文献。 1995 年 , 《宣言》在早期资本主义工

业最发达的英国再度畅销 ,高踞当年的畅销书排行

榜 ,弄得出版商们很忙了一阵子。 这种现象决不是

偶然的。 在今天 , 社会生活依然在不断地证实着

《宣言》所阐述的重要论断 ,人们依然能够从历尽一

个半世纪的岁月风云却依旧新鲜不减的《宣言》中 ,

找到解决许多迷雾般社会问题的基本答案。《宣

言》充满了并且在不断发散 、显示着马克思主义的

伟大魅力。

秦:的确 , 《宣言》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魅

力 ,甚至它的语言表达也充满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我想起革命导师们对《宣言》的评价。马克思和恩

格斯指出 , “《宣言》是一部有独特之处的历史文

献。”恩格斯 1885 年在致友人的信中特别指出:“不

管这个《宣言》有多老 , 我们认为永远值得一读。”列

宁说 ,《宣言》是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

的“福音书” ,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 。毛泽

东对《宣言》也推崇备致。 1936 年他对斯诺说:“有

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我心中 , 建立起我对马克

思主义的信仰。 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

史的正确解释之后 , 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动

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 , ……”解放后 ,

“毛泽东说自己每年都要把《共产党宣言》读几遍” ,

到了晚年 ,他在学习英语中“还读过一些马列主义

经典著作的英译本 , 如《共产党宣言》” 。

王:是的。小平同志 1992 年在视察南方的谈

话中也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

主义 ABC》 。”这些都足以说明 , 《共产党宣言》是一

部充满着巨大政治魅力 、政治感染力的思想文献。

我们每读《宣言》 , 不也常读常新 , 总是有一种新的

感受吗?

秦:黑格尔说过 , 思想的魅力是无穷的。 您认

为《宣言》的思想魅力最主要的表现是什么?

王:《宣言》的思想魅力首先表现在 , 它是马克

思主义的第一次系统的表述并且蕴涵着丰富的马

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思想。正如列宁说的 ,

《宣言》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完整的 、系统的 、至今仍

然是最好的阐述。”列宁还说:“这部著作极其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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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明地叙述了新的世界观 ,叙述了包括社会生活在

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 , 叙述了辩证法这一最全面 、

最深刻的发展学说 , 叙述了关于阶级斗争 、关于共

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

使命的学说。”《宣言》蕴涵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的

基本原理 ,对今天的现实生活无疑有着巨大的思想

指导作用。《宣言》始终贯彻的基本思想 , 就是历史

唯物主义原理。这是恩格斯在《1883 年德文版序

言》和《1888 年英文版序言》中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秦:王老师 , 您认为马恩在《宣言》中运用历史

唯物史观揭示了哪些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

王:我想 , 至少有以下一些重要内容:第一 , 人

类社会的发展变化是社会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

《宣言》以十分生动和简洁的语言 , 阐述了生产力与

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如

何决定着历史上各种社会形态的变迁;论证了资本

主义取代封建制度进而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

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第二 ,社会变革有赖于先进的

社会力量。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变革都不是自发实

现的 ,须有先进的社会力量来发动和领导。《宣言》

以相当的篇幅论证了无产阶级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

指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担负起埋葬旧社会 、建设新

社会的伟大历史使命。第三 ,《宣言》以唯物史观论

证了阶级斗争在社会变革中的地位和重要作用 , 着

重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阶级斗争的特点 ,指出阶

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第四 ,共产党

是无产阶级事业的领导力量。《宣言》作为世界上

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同盟“周详的理

论和实践的党纲” , 以浅显的语言深刻阐述了党的

性质 、纲领 、任务 、策略等多方面的内容 , 奠定了马

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理论基础。第五 , 未来社会发

展的理想模式是“自由人的联合体” , 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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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秦:我觉得《宣言》的思想魅力 , 还表现在它那

巨大的思想容量 , 它是言简意赅的“读者可以丰富

和发展的思想萌芽的总汇 ,甚至是这种思想萌芽的

取之不尽的矿藏” 。 早在 1982 年您就撰文指出 ,

《宣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大纲 , 对我国的政治学

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并从《宣言》所阐述的阶

级斗争学说 、国家学说 、政党学说 、革命学说 、民族

问题学说和政治斗争策略等六个方面进行了论证。

王:是的 ,从政治学的视角看 , 政治学的基本原

理和基本概念诸如国家 、政府 、政党 、社会政治结

构 、政治权力 、政治社会化 、社会危机 、政治关系乃

至政治调控 、政治过程等在《宣言》中都有不同程度

的论述 , 对构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具有重要

的指导意义。这说明《宣言》是名副其实的马克思

主义思想体系的一个纲要。

秦:以上我们谈了《宣言》的思想魅力。《宣言》

政治魅力的第二个方面 , 是它的精神魅力。我想这

就是《宣言》这部伟大历史文献所具有的种种精神

品质。

王:伟大的思想总是有着自己独特的精神品

质。《宣言》历尽历史的风尘已经积淀成自己的独

特的精神品质特征 , 或许可以称之为“《宣言》精

神” , 其精神特质为:磅礴而昂扬的共产主义精神 、

深刻的社会批判精神 、光明磊落的革命精神 , 坚定

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等等。比如对资本主义

的深入批判 , 就是《宣言》的一个精神贡献。这种批

判是科学的 、犀利的 、本质性的。马克思 、恩格斯在

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进步性的同时 ,

对资本主义展开了深刻的政治批判 ,从根本上摇动

了资本主义的政治合法性。马恩以后 ,现代西方众

多的思想家对资本主义也展开了多种角度的甚至

几乎是全面的批判 , 但是从总体上说 , 其深刻性远

远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

秦:“马列文章在 ,光焰万丈长” , 《宣言》充满了

追求光明理想的伟大精神以及那种“不屑于隐瞒自

己的观点和意图” , “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

点”的光明磊落的襟怀和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正

是这些精神品质和精神魅力 , 激励和鼓舞着千千万

万的共产党人为共产主义事业前赴后继 , 奋斗献

身。

王:是啊 , 一部薄薄的文献 , 对人类社会有着如

此巨大的影响 , 靠的就是共产主义精神这种伟大力

量。说起《宣言》的精神魅力 , 我不由得想起复旦大

学的老校长陈望道先生。他是中国翻译《共产党宣

言》的第一人。陈望道先生读到《宣言》 , 立刻为它

那磅礴的真理的精神力量所震撼 , 决心把它翻译过

来以指导中国革命。 1920 年三 、四月间 , 他在故乡

浙江义乌县分水塘村的一个草棚里译出了《宣言》 。

在他译完《宣言》来上海时 , 正值中共在上海酝酿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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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时候。党的发起小组在共产国际代表的资助

下克服重重困难 ,专门建立了一个名为“又新”的小

型印刷所 , 1920 年 8 月《宣言》在中国的第一个全译

本问世了。它一出版就不径而走 , 印数不多的第一
版很快销售一空了 , 不得不在同年 9 月再版。 1921

年新年 ,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 ,怀着十分兴奋

的心情 ,把《宣言》中的一些精辟内容和战斗口号抄
写在驾年卡上 ,到街头散发 , 大家欢呼“共产主义的

`幽灵' 游荡到上海来了!”
秦:“真理的旅行是不用入境证的” 。您认为

《宣言》对于今天的社会生活 ,其“精神魅力”或者说
其基本精神还有哪些表现?

王:从总体上说 ,《宣言》蕴涵的丰富的马克思

主义基本精神与基本原理是活生生的 , 充满生命力
的 ,对今天乃至未来的社会生活有着巨大的现实指

导作用 ,比如 , 《宣言》阐发的关于社会生产力是一
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

原理 ,对我们今天搞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的直接的
指导意义。社会主义必须具有高度的社会生产力 ,

惟其如此 , 社会主义才有生存价值 , 才有优越性。

它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之一。在《宣言》中 ,马恩指
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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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手中。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秦:谈到《宣言》的思想魅力和精神魅力 , 有一

个问题似乎是必须讨论的 ,就是怎样看待《宣言》的

思想局限?
王:这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实际上 , 这也是

个如何对待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基本精神的

问题。首先我们应该看到 ,《宣言》的基本原理和基

本精神是正确的。 正如马恩在《1872 年德文版序
言》中说的 ,“不管最近二十五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

大的变化 ,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

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其次 ,正如一切
伟大的思想文献都有着自己的局限一样 , 《宣言》也

有着自身的局限。列宁说过:“任何思想体系都是
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历史给伟大人物也只提供了

有限的空间与时间。马恩并不讳言《宣言》的局限
性(这也正是《宣言》的魅力之一), 曾公开声明《宣

言》“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 , “个别地方本来可

以做某些修改” , 并作了举例说明。就是说 ,其局限
性是客观的。写作《宣言》的时候 , 马克思 29 岁 , 恩

格斯 27 岁 , 距离他们完成世界观的转变仅 3 ～ 4

年 ,他们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的领域尚未达到后来那

样的深广。他们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系统研究尚
未完成。因此我们看到 ,在《宣言》中尚未对“劳动”

和“劳动力” 加以区分 , 把“劳动力的价值” 表述成

“劳动的价格” 。又比如人们所熟知的《宣言》第一

章第一句话“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
级斗争的历史”是不准确的 , 原因是《宣言》的写作

时 ,社会的史前状态几乎还没有人知道 。随着社会

科学的发展 ,特别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揭示了氏
族的本质和对部落的关系 , 人们对原始社会才有了

比较准确的了解。

秦:这正如黑格尔说的 ,“真理不是一块铸成了
的硬币。”《宣言》发表迄今已一个半世纪了 , 今天的

社会面貌和《宣言》发表的时代已大不相同。正如

邓小平同志说的 ,“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
世之后上百年 、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

案。列宁同样也不可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 、

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 , 真正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 , 认识 、继

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事实上 ,列宁关于社会

主义首先可以在一国取得胜利的理论 、毛泽东的新
民主主义理论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理论等 , 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的具体运用与

发展。
王:在对待《宣言》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体

系上 ,有两种态度都是有害的 , 一种是把马克思主

义神圣化 、僵化 , 认为它是至善的真理体系 , 不存在
任何思想局限和任何发展的余地;另一种是把马克

思主义虚无化 , 认为马克思主义对现实生活的“功

效”已大大衰减 ,因此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他们那
儿只具有应时和宣传意味。 这两种倾向在今天都

应予以防止。

秦:《宣言》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 , 还宣
示了它的作者———马克思恩格斯作为伟大而博学

的人类思想家的人格魅力 , 这是《宣言》政治魅力的

又一种表现。在《宣言》中我们看到 , 马恩把关注人
类社会发展的视野投向世界范围工人阶级苦难深

重的命运 ,把理性思考的目光投向了历史深处。人

们读《宣言》 , 总为马恩那关注人类苦难 , 拯救万民

于水火的那种饱满深情和博大胸怀所打动。
王:是的。我们知道 , 马克思历遭反动政府的

迫害 ,颠沛流离 , 他一生从未摆脱过贫困 , 靠恩格斯

的帮助才少许减轻。他有 4 个女儿先后夭折 , 有一
个女儿死后 ,他甚至无钱买一个小棺材 。然而他把

争取无产阶级的解放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 , 把自己

全部的心血和最精湛的科学成果献给了工人阶级 ,
献给了全人类。 马克思是代表着人类智慧和良心

的知识分子的典范。今天 , 无产阶级的境遇会随着

社会的发展而改变 , 但是马恩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命
运上下求索的“终极关怀”精神是永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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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宣言》之所以成为他们当时理论研究的最

高成果 , 是因为他们冲破了禁锢于书斋的旧樊篱 ,

把理论研究与积极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实践

结合起来。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话中所说

的 ,“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以某种方式参加
……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 , ———这实际上就是

他毕生的使命。”

王:恩格斯也是这样。当年恩格斯住在英国的
工业中心曼彻斯特 , 经常深入那儿的工人区 , 细心

观察英国工人的生活和斗争。《英国工人阶级的状
况》一书就是根据亲身观察的大量材料写成的。恩

格斯在曼彻斯特的这一段经历甚至成为他作为无

产阶级革命导师一生的重大转折点。
秦:恩格斯说过:“我抛弃了社交活动和宴会 ,

抛弃了资产阶级的葡萄牙红葡萄酒和香槟酒 , 把自
己的空闲时间几乎都用来和普通的工人交往;对此

我感到高兴和骄傲。”

王:正是由于这种品格 , 使《宣言》透出的人格
魅力有了另一种表现 ,那就是吸纳人类文明成果的

博大精深的雅量与风范。从政治学说的发展来看 ,

任何一种新的政治思想 、政治观点的产生 , 都要以
先前的思想材料为基础 、为渊源 , 《宣言》也不例外。

它的一系列政治学说的产生 ,没有离开人类包括剥
削阶级在内的先进思想的大道。例如关于革命 、国

家 、政党 、阶级斗争等理论问题 ,马恩以前的思想家

尤其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家都有过重要而深刻的论

述。《宣言》批判地继承了这些思想 , 并运用它们来

阐明无产阶级革命 、阶级斗争 、无产阶级的国家与
政党 ,从而产生了崭新的政治学说。

秦:这正如列宁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并没

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 , 相反却吸收和
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

价值的东西。”

王:马克思主义的博大精深是世所罕见的 , 与
马克思同时代的哲学家 、政论家蒙塞·赫斯在写给

他的朋友奥艾尔巴赫的信中说:“你将有机会认识
一位最伟大 、也许是当代唯一的真正的哲学家 ,

……请你想一下 , 即使把卢梭 、伏尔泰 、霍尔巴赫 、

莱辛 、海涅和黑格尔结合成为一个人 , 我着重说一
下 ,是结合 , 而不是混杂在一堆 , 那么 , 你面前就会

出现马克思博士。”这固然是由于他们博览群书 , 对
自然科学 、法律 、哲学 、历史和文学都有广泛的兴

趣;更是由于他们具有兼蓄并收的博大胸怀。

秦:所以人们称颂他们“旷古人间两巨贤 , 才如
天海学无渊” 。《宣言》时常打动我的 , 不仅是他们

灿烂的思想 ,还有他们那种堪为后人楷模的伟大友

谊。这种醇厚的友谊在读《宣言》时能时时感觉到 ,

这是《宣言》政治魅力的另一种表现 , 比如在《1888

年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强调:“虽然《宣言》是我们
两人共同的作品 , 但我终究认为必须指出 ,构成《宣

言》核心的基本原理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在
《1883 年德文版序言》中恩格斯说:“本版序言 , 不

幸只能有我一个人署名了。 马克思———这位对欧

美整个工人阶级比其他任何人都有着更大贡献的

人物———已经长眠于海格特公墓 , 他的墓上已经初

次长出了青草……” 。
秦:的确 , 《宣言》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的伟大魅

力 ,甚至它的语言表达也不例外。列宁说 , 《宣言》

以“天才的语言”阐述了马克思主义。那直泻千里 、
长虹贯日般的磅礴气势;那韵律流畅 、节奏铿锵的

绝美文字 , 无疑增强了《宣言》的政治感染力 , 从开
篇“一个幽灵 ,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 ,在欧洲游荡” ,

到结束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宣言》全篇

充满了那种流畅 、雄辩 、文意畅漾的论述风格 。“由
于这部著作为它的预言提供了一种理论根据 , 而且

用言简意赅而又生动形象的形式表述出来 ,”“《宣

言》保持着那种刚刚诞生而且还未脱离土壤的事物
所具有的全部真实而又原始的力量。”至于“任何一

个时代的统治思想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让
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

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

个世界”等 , 都早已成为言简意赅 、流传深广的至理
名言了。马恩还以犀利的笔触 , 划分了科学社会主

义与其他欧洲流行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流派的

界限;以批判和嘲讽的笔调 , 深刻揭露了现代资产

阶级的种种谬论和行径 , 如“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

的时候 ,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 , 于
是就哈哈大笑 ,一哄而散。”如果从纯粹语言艺术的

视角看 ,《宣言》也完全无愧于成为一个范本。这种

艺术魅力无疑增强了它的思想魅力。
王:好 ,我们今天从思想魅力 、精神魅力 、人格

魅力 、艺术魅力四个方面谈了《宣言》的政治魅力 ,
讨论了它的基本思想与基本精神。古希腊思想家

西塞罗有名言:“精神是不会衰老的” 。《宣言》的精

神是常青的 , 它必将指引我们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 ,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

设处于关键时刻的今天 , 我们所有的共产党人和所
有的劳动者再认真读一读《共产党宣言》 , 无疑是大

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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