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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列宁新型革命政党意识与影响①

罗海云
（中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８３）

摘　要：政党意识是指政党成员对本党的情感、观念与认识。列宁政党意识是指列宁对他所创建、培育的新型无产

阶级革命政党———俄国共产党（布）的认识与看法，主要包括专政意识、团结斗争意识、联系群众意识、国际主义意识等。

列宁新型革命政党意识对其他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形成与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也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意识培育的理论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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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意识是指政党成员对本党性质、宗旨、政治地位、历史责任以及党的纲领和任务的自我认识与

看法。列宁政党意识是指列宁对他所创建、培育的新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俄国共产党（布）的认识

与看法。在国际共运史上，第二国际是一个相对松散的国际联合组织，由于放弃了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

的领导，各党成为“坚守和平”的政党，主要任务是进行议会选举和合法斗争。在这种大背景下，列宁建

设的党是“新的党，战斗的党，革命的党”。“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必须有一个根本不同于第二

国际各党的新型的党，需要一个社会革命的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党。列宁在理论上提出了并在实践中

解决了在俄国创建这样一个党的任务。这个党确实是一个革命的、对机会主义毫不妥协的党，是一个组

织严密、团结一致、用革命理论武装起来的党，是一个能够领导无产阶级为争取自己的社会解放而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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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斗争的党。”［１］３４２

一　列宁新型革命政党意识的形成
１８８７年，列宁进入喀山大学学习，在这里结识了一批有革命思想的同学。１２月，列宁因参加反对大

学警察制度的学生抗议大会而被开除学籍，流放到喀山附近的柯库什基诺村。一年后返回喀山，成为当

地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的积极分子，并开始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此后，列宁通过对马恩著作的学

习和与各种思潮的论战，逐渐成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工人中有较大的影响。１８９３年，列宁来
到圣彼得堡。当时的彼得堡是形形色色革命者最活跃的地方。面对各种各样的革命组织，列宁意识到

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建成一个统一的、为一个共同目标而斗争的革命组织，以

指导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１８９４年，列宁在圣彼得堡研究小组工作，在工人中进行广泛的马克思
主义宣传，并对优秀的工人进行特殊的教育，训练他们成为革命运动和工人政党未来的组织者和领导

人。１８９５年，列宁把分散在彼得堡的二十几个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团结起来，组成彼得堡“工人解放斗
争协会”。这是列宁政党意识产生的阶段。

在此期间，列宁除了早期的革命活动，还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著述，为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做

好了充分的理论准备。１８９５年底至１８９６年，列宁起草了《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在该著作
中，他指明了社会民主党的实际任务：一是帮助俄国工人阶级进行斗争，提高他们的阶级自觉，组成一个

独立的阶级，在国家事务中争得工人阶级应有的影响；二是组织工人罢工，给他们募捐，建立工人储金

会，在工人中宣传、散发传单、通知、号召书，为工人递送书籍、小册子和报纸等；三是向工人解释，让他们

明白什么是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剥削是依靠什么进行的，土地和劳动工具的私有制怎样使工人群众陷于

赤贫境地，怎样迫使他们把自己的劳动出卖给资本家，这种剥削怎样必然地引起工人同资本家的阶级斗

争，这个斗争的条件及其最终目的又是怎样的［２］１７－２０。１９００年２月，列宁在德国创办了俄国社会民主工
党的第一份机关报《火星报》，该报日后成为党的领导核心与宣传阵地。列宁在创刊号中写道：“把社会

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性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组织一个和自发工人运动有紧密联系的革命政

党。”［３］３３５因为只有“有了坚强的组织严密的党，某一次的罢工也能够变成政治示威，变成对政府的一次

政治胜利。有了坚强的组织严密的党，个别地区的起义也能够发展成胜利的革命。”［３］３３７

列宁政党意识形成的标志是他于１９０１年撰写的著作《怎么办？》。在这篇光辉著作里，他首先阐述
了革命理论的重要性，提出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

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这些伟大的战斗口号。其次，他分析了工人阶级政党意识的成长过程，即由

自发意识向自觉意识的发展过程，“‘自发因素’实质上无非是自觉性的萌芽状态”［２］７５。第三，他论述了

政治斗争在实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伟大历史使命中的决定性作用。他认为，俄国工人政党的当前政治

任务是推翻专制制度，争取政治自由，如果只搞经济斗争不搞政治斗争就是保护资本主义制度而使工人

永远处于被奴役的地位，失去自己的政治独立性，是“纯粹资产阶级纲领的路线”［４］７３。第四，他论述了

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极端重要性。“我们首要的最迫切的实际任务是要建立一个能使政治斗争具有力

量、具有稳定性和继承性的革命家组织。”［４］１００“如果没有坚强的革命家组织的领导，就不能成为无产阶

级的真正的‘阶级斗争’”［４］１２８。正是在列宁坚强的、明确的革命政党意识指导下，１９０３年，一个新型的
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诞生了。

二　列宁新型革命政党及其特征
（一）列宁为新型革命政党更名

马克思恩格斯于１８４７年创建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之后，一些国家相继建立的无产阶级政党都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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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为社会民主党，其中１８６９年成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是这种典型。１８世纪末，俄国也创立了第一批
马克思主义小组和团体，这些小组或团体把自己称为社会民主主义组织或社会民主党。１８８３～１８８４
年，季·布拉哥耶夫把他们创建的团体就叫“俄国社会民主党”。对于这个称谓，列宁认为：“一般说来，

俄国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信徒，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应该把自己称为社会民主党人，并在自己的活动

中始终不应忘民主主义的巨大重要性。”［５］２５４－２５５

１８９８年，俄国社会民主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采用“俄国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并加进了“工
人”一词，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１９０３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会后出现了两个

社会民主工党，即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个独立的政党。列宁认为必须通过更改党的名称来划清界

限，他在１９１７年第五封《远方来信》的草稿中写道：“更改名称，因为（α）这个名称不正确；（β）被社会沙

文主义者糟蹋了；（γ）在选举中会把人民弄糊涂，因为社会民主党 ＝齐赫泽、波特列索夫之流”［６］３０２。４
月，他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上建议把“党的名称改为共产党”，并提出了几点理由：第一，布尔什

维克党应该叫做共产党，是因为布尔什维克是马克思主义者，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己叫做共产党人，

而不叫做社会民主党人。“我们党看得更远一些：社会主义必然会渐渐成长为共产主义，而在共产主义

的旗帜上写的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７］６４。第二，由于“民主”不能准确反映国家体制的前景，建议

从党的名称中去掉“民主”一词。他认为，“‘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７］６４。第三，

由于布尔什维克党的奋斗目标是革命，是为改造世界而斗争。在新的条件下，“我们如果仍旧沿用这个

同第二国际一样腐朽了的陈旧名称，就是鼓励这种欺骗，助长这种欺骗。”［７］６７“现在已经是丢掉肮脏的

衬衫、穿上整洁的衣服的时候了”［７］６８，布尔什维克党“应该叫做共产党”［８］７１。

１９１８年３月，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建议把党的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并在括号里附上
“布尔什维克”一词，“因为‘布尔什维克’这个名称不仅在俄国政治生活中而且在一切注视俄国各方面

事件发展的外国报刊上都得到了公认。”［７］４５６在列宁的努力下，布尔什维克党最终在１９１８年获得了一个
经过科学论证、根本不同于旧名称的新名称———俄国共产党（布），成为第一个以共产党为正式名称的

政党。

（二）新型革命政党的特征

第一，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列宁认为，新型革命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先进部队，代表着

整个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意志。他在《进一步，退两步》中把工人阶级比喻为党的“基石”、“支柱”。

因为，从组成上看，党是由最先进、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所组成，“党是阶级的先进觉悟阶层，是阶级的先

锋队”［８］３８；从理论来源上看，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南的；从党的任务来看，党是向工人阶级宣传

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２］７６，“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

面灌输给工人”［４］７６，这个任务只能由党去完成。

第二，党是有组织的整体。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

器。”［２］１５８怎样才能使党成为一个统一的、有战斗能力和行动能力的新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列宁认为，

一是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在他思想的指导下，１９０５年第三次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大会确认“民主集中制
原则是不容争论的”，１９０６年第四次代表大会把民主集中制原则写入了党章，规定“党的一切组织是按
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二是要依靠铁的纪律来运行。列宁指出，无条件的集中制和严格的纪

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无产阶级不仅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需要铁的纪律，而且在夺取政

权以后更需要铁的纪律、铁的组织，“否则，我们不仅支持不了两年多，甚至连两个月也支持不了。”［９］２８０

三是要有革命家组织。列宁认为，党必须有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坚强领导核心，才能成为有组织的

部队，才能保证充分的战斗力，“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４］１２１

第三，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工人组织除了各级党的组织以外，还有工会、合作社、青年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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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妇女联合会以及经济组织等非党组织。列宁认为，新型的革命政党应该“领导一切”，包括一切地方

运动和一切地方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由于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是阶级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是整个

运动及其根本和主要目的的代表”［１０］１，党起着“政治领导”、“总的领导”的作用。同时，党要牢牢掌握

革命的领导权，非党组织都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以工会为例，工会是工人阶级组织的初级形式，

而党是“无产者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１１］１６０，“工会应当在社会民主党组织的‘监督和领导下’进行

工作。”［２］１０８

三　列宁新型无产阶级政党意识的主要内容
（一）新型政党要有专政意识

列宁认为，新型政党应该具有专政意识。一是因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国家的政权问题。在

帝国主义阶段，无产阶级要取得政权只能通过暴力革命；在取得政权之后，应实施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

产阶级的政权。二是由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所决定。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同农民和其

他一切劳动者的特殊的联盟，是阶级斗争在新条件下的另一形式的继续，是为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和抵

抗外来的侵略，是为反对旧社会势力及其传统而进行的坚决的斗争。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通过充分

发动劳动人民顽强地、持续地斗争，才有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并赢得社会主义的胜利。三是由党在无产

阶级专政体系中的作用所决定。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对专政体系曾作过生动的表述，

专政体系由“传动装置”、“杠杆”和“指导力量”组成，“杠杆或传动装置就是无产阶级的最广泛的群众

组织，……指导力量就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就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领导

力量”，“只有无产阶级的党，只有共产党，才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起这种主要领导者的作用”［１２］４１１。

党是这个体系的核心，“国家政权的一切政治经济工作都由工人阶级觉悟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１３］３７０

（二）新型政党要有团结斗争意识

列宁认为，为了保持党的战斗力和队伍的纯洁性，既要坚持团结统一，又要展开党内斗争。一是因

为党的团结统一是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一盘散沙的工人一事无成，联合起来的工人无

所不能”［８］２０２，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

原则形成的思想一致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这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一支工人阶级的

大军”［２］１５８。二是因为党的统一必须依靠两条战线的斗争，必须反对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机会主义

和错误倾向。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同党内各种机会主义倾向作坚决斗争，杜绝任何派别言论，消除一切

派别活动，取缔一切派别组织，只有这样，党才能不断巩固和发展。三是因为只有通过开展党内斗争才

能使党不断成熟。对于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列宁认为应该进行必要的批评和斗争，但是这种批评和斗

争必须以保持党的团结和统一为目的。“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

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

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１１］１６７

（三）新型政党要有密切联系群众的意识

列宁认为，新型政党必须要密切联系群众。首先，从党、阶级、群众的关系上看。群众是无产阶级政

党的基础。因为，无产阶级政党只是整个无产阶级中的一小部分，而无产阶级又只是全体人民群众中的

一小部分。党在人民群众中只是沧海一粟，“在一切国家里，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除了‘党’以外，还

有靠近党的‘广大阶层’和组成党、为党提供成员和养料的这一阶级的广大群众。”［８］３８“单靠先锋队是不

能胜利的”［１４］７２，“没有绝大多数劳动者对自己的先锋队即无产阶级的同情和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是不

可能实现的”［１５］２１１。第二，群众的力量是巨大的。“在世界上，不论哪个地方哪个时候，群众要摆脱压迫

和专横获得真正解放，无不是这些群众自己进行独立、英勇、自觉斗争的结果。”［１６］１４３第三，党同人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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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的密切联系是无产阶级新型政党的显著标志。“我们需要的是新型的党，另一种性质的党。我们需

要的是能够经常同群众保持真正的联系的党，善于领导这些群众的党。”［１４］２２５第四，党的任务是要积极

引导群众前进。党通过教育、组织群众，提高群众的觉悟，使群众认识革命运动的实质、目的和任务以及

运动的条件，把群众引导到正确的奋斗方向。

（四）新型革命政党要有国际主义意识

在国际共运史上，马克思恩格斯率先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国际主义口号，号召“应

当以各国工人的兄弟联盟来对抗各国资产阶级的兄弟联盟”［１７］６９７。列宁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的国际主

义思想，形成他鲜明的国际主义意识。第一，一国无产阶级搞好本国范围内的革命斗争就是对世界无产

阶级革命的支持。在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世界民族已简化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因

此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与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汇合成了反对资本帝国主义的洪流。基于此，他

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著名口号。第二，他认为一国无产阶级应努力支持

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在《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中，他指出，“俄国工人阶级运

动，就其性质和目的来说，是世界各国工人阶级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一部分。”［２］２“工人阶级的

联合和团结已经不限于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各个国家的工人政党都大声宣布，全世界工人的利益和目

的是完全共同一致的。”［２］１３第三，一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应服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大局，必要

时应以牺牲民族利益来谋求整个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在１９２０年《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他
就提出：“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第一，要求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服从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

级斗争的利益；第二，要求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有决心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

牺牲。”［１１］２１９－２２０

四　列宁新型革命政党意识的影响
在列宁新型革命政党意识的指导下，他所创建、培育的政党经受住了革命与社会建设的长期考验，

并对世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与建设有着重要的影响与意义。列宁曾说：“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

特点具有国际意义，而不仅仅具有地方性的、一国特殊的、俄国一国的意义。”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

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亚诺什·卡达尔曾指出：“没有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历史不同苏联共产党的历史

联系在一起，不同列宁主义的产生和列宁的活动联系在一起。列宁奠定了当代工人阶级革命党、新型的

党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１８］４２３

（一）对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意义

在列宁的政党意识中，坚持党的领导始终处于核心地位，这对其他国家工人阶级政党有着重要的指

导意义。因为不坚持工人阶级政党的独立领导，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只能走向失败。列·托洛茨基在

分析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中指出，“在重大事件之中，只有一个渴望革命、准备革命、头脑冷静的革命政

党，一个习惯于具有全局观点并且不惧怕采取行动的政党，才能作出这样的决定。”“而法国无产阶级正

好没有这样一个行动的党。”“因此我们可以逐页翻阅公社的全部历史，从中发现一个唯一的教训，就是

必须有坚强的党的领导。法国无产阶级为革命付出了比任何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都大的牺牲，但它也

受到了比任何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都多的愚弄。资产阶级常常用形形色色的共和主义、激进主义、社会

主义迷惑它，以便永远把资本主义的桎梏强加于它。”

列宁坚持党的领导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在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中，共产党由于受右

倾投降主义思想的影响，没有坚持党的独立领导地位，使党的事业遭到了重大打击与挫折，从１９２７年５
月至１１月，共产党党员人数由５７９００多人锐减到１００００多人。在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毛泽东强调要
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保证共产党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从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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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党的力量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经受住了各种严峻考验，并最终夺取了全国革命的胜利。

（二）对执政党自身建设的影响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指出“党是无产阶级的直接执政的先锋队，是领导者”［１１］４２３，其全部任务“就

在于认识这个转变”，领导群众“走向正确的道路。”［７］５０２作为执政的党，列宁要求全党和全体党员必须

谦虚谨慎，防止党内滋生骄傲自满情绪，“我们党目前也许会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即变得骄傲自大起

来。这是十分愚蠢、可耻可笑的。大家知道，一些政党有了骄傲自大的可能，这往往就是失败和衰落的

前奏……我希望我们决不要使我们的党落到骄傲自大的地步。”因此，为了纯洁党的队伍，提高党的战

斗力，他认为首先必须把好党的入口关，要求提高党员标准，严格入党条件。他认为申请入党者能否加

入党组织，要看他能不能带头上前线，要看他在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中是否有积极表现。其次，要

对党员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培育。为了确保党的领导作用的充分发挥，必须使党员认识党的根本宗

旨：入党不能得到任何特权，而只是意味着将负有更为重大的责任，承担更大的牺牲。再次，对于党员队

伍要不断的清理。为了纯洁党的组织，把那些抱有“官僚主义、特权思想”、“革命空谈”主义者，以及混

进党内来的投机分子坚决清除出党。最后，要密切党同群众的联系。因为，无产阶级“新政权所依靠的

和力图依靠的强力，不是一小撮军人所掌握的刺刀的力量，不是‘警察局’的力量，不是金钱的力量，不

是任何以前建立起来的机构的力量。……依靠的是人民群众。……完全是靠广大群众的信任，完全是

靠不加任何限制、最广泛、最有力地吸引全体劳动群众参加政权来维持的。”［１２］３７８

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了列宁这一思想。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保

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坚持两个“务必”的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

将胜利的前夜，毛泽东又告诫全党，要防止骄傲的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

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要防止被糖衣炮弹击倒的危险。同时，他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和

命令主义深恶痛绝，号召“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坑里去”。邓小平也在《关于修改

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告诫全党：“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

和脱离群众的危险，……执政党的地位，还很容易在共产党员身上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１９］２１４

胡锦涛在全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强调，全党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创新意识、宗旨意识、使命意

识”，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三）执政党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在苏维埃政权刚建立时，列宁就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自１９１８年３
月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后，他要求把管理俄国和发展经济的任务提到各项工作的首位。在《苏维埃政

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他指出，“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

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

本任务提高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７］４９０１９２０年，在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八

次代表大会上，他提出“经济任务、经济战线现在又作为最主要的、基本的任务和战线提到我们面前来

了。”［２０］１３７１９２１年苏俄实施新经济政策，意味着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完全转到了经济建设上。在《伟大

的创举》中，他要求“一切从事经济工作的共产党员，都要学习做经济工作，由‘门外汉’变成有知识、懂

技术、会管理的内行”。并号召全体党员，“少说些漂亮话，多做些日常平凡的事情，多关心每普特粮食

和每普特煤吧！”［１１］１８

列宁关于执政党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对中国共产党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毛泽东在１９５６

年就号召全党应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搞好建设，否则就会被开除“球籍”。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指

出共产党进城后，党的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只

有“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否则“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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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２１］１４３８。邓小平也说过，“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

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２２］２８“不能让人民群

众处在长期贫困的状态之中，长期贫穷会导致革命，这样的社会主义靠不住。政治发展主要靠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来解决，经济进步才是真正的积极稳定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党更是把经济建设

作为全党工作的中心，“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更是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决定性

指标［２３］。

总之，列宁创建、培育了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缔造了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共产党

第一次成为执政党。列宁在此过程中形成的政党意识，无论是对俄国还是对世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都

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新时期对列宁革命政党意识的研究成果可成为当前中国共产党加强政

党意识培育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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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列宁全集（第３７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

［１６］列宁全集（第２０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

［１７］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８］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Ｃ］／／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布拉格：布拉格和平与社会主义出版社，１９６９．

［１９］邓小平文选（第１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２０］列宁全集（第４０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

［２１］毛泽东选集（第４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２２］邓小平文选（第３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２３］杨荣刚．列宁“渐进发展”理论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创新［Ｊ］．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６）：２０－２５．

（责任校对　龙四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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