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5

86

新视野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摘要 ：列宁在像俄国这样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如何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

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问题上，曾经经历了三个阶段：在二月革命之前，列宁认为在

无产阶级取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之后，应当允许资本主义发展一个阶段后再

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即“间接过渡”。二月革命之后，列宁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主

张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后立即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即“直接过渡”。但是，革

命胜利后，列宁最后又不得不采取新经济政策，退回到“间接过渡”上来。对于如

何解决既能较快地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又能够采取市场经济、允许私人资本主义一定

程度的发展这个难题，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出了成功的解决方案，这就是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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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不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必须

先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在条件成熟后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向社会主

义过渡，这个观点在列宁之前，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就已经提出。而对于资

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后如何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

强调无产阶级必须进行不间断的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

统治全部消灭，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

产力集中到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1] 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不断革命”

思想。“不断革命”思想实际上就是一种直接过渡论。

在俄国二月革命以前，列宁在像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如何进

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虽然也像马克思恩格斯一样主张无产阶级革命应

当分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但在两个阶段之间的关

系上，认为其间应有一个过渡阶段。即无产阶级在取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

利之后，不应当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应当在“无产阶级与农民的民主

专政”的前提下允许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待小农充分地两极分化、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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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之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

命。这就是列宁的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社会

主义革命的“间接过渡”论。二月革命后，由

于历史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列宁适时地修改

了自己的观点，主张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

后立即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即所谓“直接过渡”

论，并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

革命的胜利。但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不

意味着能够立即直接地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

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列宁曾试图领导俄

国无产阶级直接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但最后

又不得不采取新经济政策，退回到间接过渡上

来，退回到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发展市场经

济和一定程度的私人资本主义，从而为俄国无

产阶级通向社会主义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但是，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改变了列宁所设想的向社

会主义间接过渡的方案。在斯大林的领导下，

前苏联开始走上了一条直接向彻底消灭资本主

义和一切小生产的完全社会化的高度计划的社

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在

前期成绩是主要的，错误表露得还不明显，到

后期生产关系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问题暴露

得越来越明显，在改革中又出现了严重的失误，

结果导致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瓦解。

我们想提出的是，如果列宁不那么早地去

世，而是由他继续领导俄国通过新经济政策向

社会主义过渡的进程，那么这个过渡时期需要

多长呢？最后被确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会是

怎样的呢？可以确定地说，在俄国，如果在以

新经济政策为核心的过渡时期结束后直接与之

相连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初所设想的发达的社

会主义，那么这个过渡时期无疑需要相当长的

历史时期，因为通过以新经济政策为核心的过

渡时期使生产力发展到具备建立发达社会主义

制度的物质基础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这样，社会主义的制度将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

内不能成为现实的制度。如何可以不经过一个

很长的历史时期就确立明确的社会主义制度又

能采取市场经济、允许私人资本主义一定程度

的发展，这是一个落后国家无产阶级在取得社

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所不可回避的课题。中国共

产党人在中国大地上开展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是对列

宁关于落后国家无产阶级如何由资产阶级民主

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

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重大创新。

二  关于“间接过渡”理论的提出

沙皇俄国原是一个以村社制度为基础的封

建农奴制国家。1861 年，俄国实现农奴制改革，

从此开始了缓慢的资本主义发展。1900-1903

年，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波及俄国，沙皇政

府为了转移矛盾的焦点，于 1904 年发动了与日

本争夺中国东北的战争，结果沙俄战败。战争

加速了革命的到来，1905 年 1 月，俄国终于爆

发了推翻沙皇封建统治的人民革命。列宁在继

承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在落后的小农国家

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的基础上，为俄国无

产阶级制定了在这次革命中的路线和策略。

概括地讲，列宁为俄国无产阶级制定的革

命路线和革命纲领是这样的：在俄国，必须首

先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才能进行社会

主义革命；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由无

产阶级来领导，依靠工农联盟，才能取得胜利；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后，必须建立无

产阶级与农民的民主专政，并在合适的时期将

其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列宁的这一纲领在以

下几个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第一，资产阶

级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马克思恩

格斯在为德国无产阶级制定革命路线时，只强

调无产阶级必须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未

强调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

第二，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后，必须

建立无产阶级与农民的民主专政。马克思恩格

斯只是提出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

胜利后应立即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并建立无产

阶级专政，并未设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

主义革命之间存在一个“无产阶级与农民的民

主专政”的中间阶段。第三，后文将会阐述，

列宁在如何争取农民群众团结到无产阶级周围、

支持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上，也有重要发展。

列宁首先指出，从 1905 年开始的俄国革命

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他说道：“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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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者绝对相信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

命。……这就是说，那些对俄国来说势在必行

的政治制度方面的民主改革和社会经济方面的

改革，就其本身来说，不仅不会摧毁资本主义，

不仅不会摧毁资产阶级的统治，反而会第一次

为资本主义的广泛而迅速的发展，即欧洲式的

而不是亚洲式的发展，真正扫清基地，第一次

使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统治成为可能。”[2] 但是，

列宁又指出，这虽然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但却不能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因为此时无产阶

级已经兴起为一支独立的力量，资产阶级害怕

无产阶级甚于害怕封建阶级，总是通过与封建

统治阶级的妥协，与封建阶级共同对抗无产阶

级。“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是依靠旧时代的某些残

余，例如君主制度、常备军等等来反对无产阶

级。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是资产阶级革命不过分

坚决地扫除旧时代的一切残余，而留下其中的

某一些，就是说，要这个革命不十分彻底，不

进行到底，不坚决无情。”相反，“无产阶级的

阶级地位却要使它成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资

产阶级老是向后看，害怕势必使无产阶级加强

起来的民主进步。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

而它借助于民主制度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所

以，资产阶级革命在实行民主改革方面愈彻底，

这个革命就愈少局限于仅仅有利于资产阶级的

范围内。资产阶级革命愈彻底，就愈能保证无

产阶级和农民在民主革命中获得利益。”[3] 因此，

无产阶级更愿意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

而资产阶级则总是畏首畏尾，将革命半途而废。

“资产阶级期望资产阶级革命的结局是半途而

废，是半自由，是同旧政权的地主勾结。这种

期望植根于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4]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列宁强调，为了使资

产阶级民主革命能够得以彻底地完成而不是半

途而废，无产阶级必须坚决地承担起这次革命

的领导任务。列宁说道：“我国革命从经济内

容上来说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是不能由此得

出结论说，资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应起领导作

用，资产阶级是这个革命的动力。”[5]“马克思

主义教导无产者不要避开资产阶级革命，不要

对资产阶级革命漠不关心，不要把革命中的领

导权交给资产阶级，相反地，要尽最大的努力

参加革命，要坚决地为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

义、为把革命进行到底而奋斗。”[6] 列宁指出，

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能否取得彻底胜利，完

全取决于无产阶级是否敢于出来领导这场革命。

他说：“革命的结局将取决于工人阶级是成为在

攻击专制制度方面强大有力但在政治上软弱无

力的资产阶级助手，还是成为人民革命的领导

者。”[7]

在谈到民主革命是否会因为无产阶级的领

导而使资产阶级退出，从而缩小革命规模时，

列宁提出了无产阶级与农民结成联盟的重要性。

列宁指出，只要无产阶级能够与农民结成联盟，

革命的规模就不会缩小，从而提出了工农联盟

在革命中的作用问题。列宁说道：农民虽然不

会因为要求剥夺地主而成为社会主义者，但也

不会因此而终止其为小资产阶级，“他们能够成

为完全而又彻底地拥护民主革命的力量”。“只

要给农民以教育的革命事变进程不会因资产阶

级叛变和无产阶级失败而过早地中断，农民就

必然会成为这样的力量。在上述条件下，农民

必然会成为革命和共和制的支柱。”“资产阶级

不能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而农民却能把革命

进行到底，我们应当尽一切力量帮助农民这样

做。”“只有当资产阶级退出，而农民群众以积

极革命者的姿态同无产阶级一起行动的时候，

俄国革命才会开始具有真正的规模；只有那时，

才会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可能有的那种真

正最广大的革命规模。”[8] 由此，列宁得出了这

样的结论，即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是资

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但却必须排除动摇的、在

革命向前进展时会叛变革命的资产阶级的影响，

而由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

民）来进行，只有这样，才能取得资产阶级民

主革命的胜利。

既然革命是由无产阶级和农民完成的，那

么，在革命取得胜利后，就必须而且只能建立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政权。“只

有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才是能够取得‘对

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的力量。……‘革命对

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

革命民主专政。”“这只能是专政，因为实现无

产阶级和农民所迫切需要而且绝对需要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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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会引起地主、大资产者和沙皇制度的拼命

反抗。没有专政，就不可能摧毁这种反抗，就

不可能打破反革命的企图。但是，这当然不是

社会主义的专政，而是民主主义的专政。它不

触动（如果不经过革命发展中的一系列中间阶

段的话）资本主义的基础。它至多只能实行有

利于农民的彻底重分土地的办法……”[9] 在这

里，列宁明确地提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

得胜利到社会主义革命之前有“一系列中间阶

段”，不经历这些“中间阶段”就不能触动“资

本主义的基础”，在“中间阶段”应实行“无产

阶级与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并对土地实行有

利于农民的彻底重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为 1848 至 1851 年民主

革命中的德法无产阶级制定革命纲领时，就提

出了农民支持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性，但

由于一直主张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前要采取

诸如没收封建领地为国家所有并建立大规模农

场等措施，而没有考虑到农民对于个人小块土

地私有制的渴望，因此始终没有实际取得广大

农民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晚年的恩格斯

经过探索，提出了以合作社为过渡，然后再转

变为更加高级的形式，在农民还没有下决心前

甚至可以让他们在小块土地上停留一段时间的

设想，发展了他和马克思原来的思想。[10] 在此，

列宁又进一步提出必须有工农民主专政的“中

间阶段”，在这个阶段，必须彻底重分土地，即

把土地完全分配给农民使用，从而使马克思主

义在这一问题上的思想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列宁虽然为资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和进行

社会主义革命之间设定了“中间阶段”，但是，

列宁并没有为这个“中间阶段”设置具体的时间，

而是认为只要时机成熟，应当随时转入社会主

义革命。列宁设想了三种情况：一是在条件不

允许的情况下，甚至不排除把土地转归私有农

民掌握，即建立农民的小块土地私有制；二是

在民主革命完全胜利的情况下，实行土地国有

化；第三，在形成了巨大的资本主义地产，也

即资本主义农业已获得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就

应当立即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强调，无产

阶级之所以不立即许下农业生产“社会化”的

诺言，是因为时机尚不成熟。无产阶级不得不

允许农民去发展资本主义。但是，“到了农业资

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时候，‘农业生产的社会化’，

即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就提上了日程。”	 [11] 因

为到了这时，已经从农民当中生长出一个资产

阶级，农民当中的新的阶级斗争已经成熟起来，

无产阶级不能去掩盖，而只能去揭示这个斗争。

到这时，“无产阶级与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就

不再适宜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统一的意志”

也不存在了。因为此时农民已经分化为农村无

产阶级和农村资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和贫苦

农民的联盟，而没有无产阶级与农民一般的联

盟。无产阶级与农村资产阶级是没有联盟，没

有统一意志的。“超过民主主义范围，就谈不到

无产阶级和农民资产阶级之间的意志统一。它

们之间的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民主

共和制的基地上，这个斗争将是为争取社会主

义而进行的最深刻、最广泛的人民斗争。无产

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同世界上一切事

物一样，有它的过去和未来，它的过去就是专

制制度、农奴制度、君主制、特权。……它的

未来就是反对私有制的斗争，雇佣工人反对业

主的斗争，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12]

从上述论述来看，列宁认为在一个落后的、

存在着严重封建制度残余、小农经济占优势的

国家中，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首先进行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

命。在这一点上，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

思想。但是，列宁在如何将农民吸引到无产阶

级周围来，如何取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

利，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后如何向社

会主义革命过渡的问题上，发展了马克思恩格

斯的设想。列宁指出了必须用土地国有化并把

它平均分配给农民使用，以此既满足农民对土

地的渴望，又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他们的私有天

性，并团结到无产阶级的周围。无产阶级必须

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民主革命取得胜利

后，必须经历一个在工农民主专政的条件下发

展资本主义的“中间阶段”。在农民基本分化为

农民无产阶级和农民资产阶级之后，无产阶级

应当不失时机地率领农民无产阶级即贫苦农民

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列宁的这一思想在随后革命的形势发生变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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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较大的修改。

三  由“间接过渡”转向“直接过渡”

俄国 1905-1907 年的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

革命在无产阶级的“十二月武装起义”和“六三

政变”以后，最终还是失败了。此后，沙皇统

治者迫于国内人民反对封建制度残余、发展资

本主义的强大压力，不得不进行第二次改革，

也即“斯托雷平改革”。如果说 1861 年的改革

是有利于地主贵族阶级的话，第二次改革则是

有利于富农和资本家阶级的。斯托雷平改革失

败后，俄国的资本主义农业开始较快地发展，

农民出现了两极分化，富农日益成长为农业资

本家，而贫苦农民则逐渐沦为农村无产阶级。

1917 年初，沙皇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接连遭受失败，国内经济的破坏已到了空前的

程度。统治阶级已不能照旧统治下去，被统治

阶级也无法照旧生活下去了。在布尔什维克的

号召和领导下，彼得格勒、莫斯科和巴库等地

的工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和起义，周围农

村也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运动。2月 25 日，罗

曼诺夫王朝终于被人民推翻了，俄国二月资产

阶级民主革命终于取得了胜利。

但是，二月革命胜利后，却未能建立单一

的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民主政权，而出现了资

产阶级政权（临时政府）和工农民主政权（工

兵代表苏维埃）并存的局面。临时政府是主要的、

真正的、实际掌权的资产阶级政府，工兵代表

苏维埃仅仅是补充的、附属的、“监督性”的政府，

没有掌握国家政权机关，但它掌握着人民武装，

得到前线绝大多数士兵和后方工农群众的支持。

之所以会出现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原因一方

面在于俄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群众占优势的国

家，小资产阶级陶醉于暂时的胜利，不愿继续

斗争，从而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钻了空子，

另一方面在于在战争期间，政治上比较成熟的

工人有 40％被送到了前线，新补充进来的则是

一些小私有者和小业主，无产阶级的觉悟性和

组织程度有所降低。由于两个政权的并存和资

产阶级的实际掌权，民主革命胜利后并未能建

立纯粹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13]

列宁深刻地分析了二月革命以后的国际国

内形势，作出了这样的判断，即随着二月革命

的结束，俄国的国家政权已经转到资产阶级手

中，就这一点来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

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从此，俄国革命结

束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而开始了向无产

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阶段。列宁指出：“无

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已经实现了，但

实现得非常奇特，有许多十分重大的变异。”现

在产生了这样一种情况，即“同时并存的一方

面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和

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后者自愿把政权让给资

产阶级，自愿做资产阶级的附属品”，但“政权

实际上是在工人和士兵的手里，新政府没有而

且也无法对他们施加暴力，——无论警察、脱

离人民的军队或是权势极大的居于人民之上的

官吏，都不存在”。[14] 列宁说：“无产阶级和农

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公式“所预见到的只是

阶级的对比关系，而不是实现这种对比关系、

这种合作的具体政治机构”。[15] 也就是说，列

宁是从阶级关系的变化来确定资产阶级民主革

命已经完成了的。

在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结束，无

产阶级与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已“在一定的形

式和一定程度上”实现之后，无产阶级应当采

取什么路线呢？按照列宁原来的设想，应当允

许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存在一个时

期，以发展资本主义。但是，现在列宁又改变

了自己原先的设想，而主张立刻准备向社会主

义革命过渡。“俄国当前形势的特点是从革命的

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第一阶段由于无产

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

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

和贫苦农民（注意：列宁在这里所提的是贫苦

农民，而不是农民一般——引者注）手中。”[16]

为此，必须推翻临时政府，因为它是资产阶级

的政权机关。但是，布尔什维克党还不能立即

号召群众用革命暴力来推翻它，因为临时政府

是受到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支持的，广大群众对

它还抱有不觉悟的轻信态度，如果提出立即用

武装起义推翻它，有受到孤立的危险。

为什么列宁在 1905-1907 年第一次革命时

期提出革命胜利后要有一个“无产阶级和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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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革命民主专政”下允许资本主义发展的“中

间阶段”，然后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现在在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甚至还没有

以纯粹的形式完成的情况下，就主张立刻向社

会主义革命转变？缘由有以下三个：

第一，在 1905-1907 年革命时期，列宁还

没有创立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个国家首先取

得胜利的理论。在 19 世纪中期，马克思恩格斯

一致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一切资本主义国

家，至少是在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

胜利。在 1905-1907 年俄国第一次革命时期，

列宁也沿袭了这一思想，认为俄国民主革命胜

利以后，不可能立即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只能等到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以后，来

帮助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在欧洲无产阶

级革命获得成功以前，俄国虽可以取得资产阶

级民主革命的胜利并确立无产阶级与农民的革

命民主专政，但只能发展资本主义，不可能向

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列宁曾经期望由无产阶级

领导的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能够带动欧洲

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说道：“我们不

应当害怕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获得完全胜

利，即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因为这样的胜利会使我们有可能把欧洲发动起

来，而欧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摆脱了资产阶

级的桎梏，就会反过来帮助我们实现社会主义

革命。”[17]1914 年，帝国主义间的第一次世界

大战爆发，列宁在分析了帝国主义国家政治和

经济状况后，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首先

取得胜利的新原理。列宁指出，在帝国主义阶

段，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现象越来

越突出，无产阶级有可能在资本主义最薄弱的

环节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他说道：“经

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

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

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18]

而俄国恰恰是资本主义世界中最薄弱的环节之

一，有可能首先造成革命的形势，再有无产阶

级政党的正确领导和广大贫苦农民的坚定支持，

是可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的。

第二，与 1905-1907 年相比，1917 年的阶

级关系发生了变化。因为 1906 年的斯托雷平改

革是一个有利于富农的土地改革，改革之后，

俄国农村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获得了较快的发

展，农村居民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到 1917

年，农村中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队伍已经

很壮大。据调查，在 1917 年革命前夕，俄罗斯

农村居民中有 65％是农业无产者和贫农，中农

占 20％，富农约占 4%~5％。[19] 也就是说，农

村中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人数至少已达一半以

上。所以列宁说：“我在直接地确切地表述土地

纲领时还估计到一种新的现象，即贫雇农和农

民业主之间发生着更深刻的分裂。”[20] 农村资

本主义的发展和农村居民的两极分化使得无产

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更加尖锐化，也使无产

阶级的阶级力量更加强大，从而为无产阶级的

社会主义革命奠定了一定的阶级基础。

第三，帝国主义战争加速了社会主义革命

时期的到来。帝国主义战争及俄国在战争中的

失败必然要加深国内的社会危机，它不仅促成

了民主革命的胜利，而且加剧了无产阶级与资

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战争客观上必然要异

常加速和空前加剧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

级斗争，必然要转变为各敌对阶级间的国内战

争。”[21] 特别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要继续参加战

争，不仅遭到贫苦农民的坚决反对，而且使小

农群众也倒向革命一边，大大加强了无产阶级

的阶级力量。“战争的残酷教训，因古契柯夫、

李沃夫、朱留可夫这伙人愈坚决地进行战争而

显得愈残酷的教训，必然会把这批群众推到无

产阶级方面来，迫使他们跟着无产阶级走。”[22]

1917 年 7 月，发生了临时政府镇压示威群

众的大规模流血事件，它标志着两个政权并存

的局面已经结束，资产阶级已向人民群众宣战

了。和平时期已经结束，武装起义阶段业已开

始。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正确领导

下，俄国终于首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但是，众所周知，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

曾经试图向社会主义进行直接过渡，但不久又

不得不放弃直接过渡的设想，而改采新经济政

策，主张经过一个“由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

通”，也即无产阶级国家政权下的商品经济和资

本主义发展的阶段之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眼

下还不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23] 列宁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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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革命胜利后不能直接而只能间接向社会主义

过渡的理论，为俄国无产阶级在取得由资产阶

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直接过渡”的胜

利后向社会主义过渡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从而

为俄国无产阶级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

义革命“直接过渡”成功奠定了基础。从“间

接过渡”到“直接过渡”（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到社会主义革命）再到“间接过渡”（由社会主

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制度）是俄国无产阶级从一

个封建半封建的沙皇帝国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

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连串

紧密相连的动作，同时也为其他落后国家无产

阶级领导本国人民通向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宝

贵的经验和启示，当然各个国家的具体过程和

形式肯定会有所不同。

四  结  语

列宁在像俄国这样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革

命如何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

渡的问题上，曾经经历了从“间接过渡”到“直

接过渡”（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

再到“间接过渡”（从社会主义革命到建立社会

主义制度）三个阶段。列宁关于落后国家无产

阶级如何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

命及革命胜利后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及

其在俄国的成功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

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一页，是马克思主义关于

无产阶级在落后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

革命胜利后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宝库中

的重要内容。				

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大地上开展的新民主

主义革命，将俄国分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

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的任务同时向前推进；而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的理论和实践，则成功地解决了落后国家无产

阶级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如何既能迅速地

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又能采取市场经济和允许私

人资本主义一定程度发展的课题。可以说，中

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进行的新

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

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列宁留下的课题的最好回

答，是对列宁思想的最好继承和最具创新意义

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理

论发展史上的辉煌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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