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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公社起义与十月革命道路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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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巴黎公社起义创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巴黎公社，深刻影响了俄国
革命道路的选择。列宁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巴黎公社起义的论述中受到深刻启发，提出巴黎公社

起义是１９世纪最伟大的工人运动，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极大地推动了东方落后国家
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巴黎公社起义指引列宁确立俄国革命和建设任务，并为十月革命提供重要

方法论。十月革命是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俄国问题的必然选择，在新的历史

条件下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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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７１年３月１８日，被马克思热情赞誉为“英勇斗
争的范例”的巴黎公社起义爆发，１９１７年１０月２５日，
俄国十月革命庄严宣告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

国家的诞生。从１８７１年到１９１７年近半个世纪的时
间，无产阶级革命逐渐越出西方发达国家的疆域，在

东方落后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巴黎公社起义对

俄国十月革命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列宁深刻认

识到巴黎公社起义的重要地位，提出俄国革命要沿着

巴黎公社开辟的道路前进，并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巴

黎公社起义的论述中得到重要启示，为俄国革命道路

的选择指明了方向。历史实践表明，十月革命是列宁

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俄国问题的必

然选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一、列宁关于巴黎公社起义的认识

巴黎公社起义与普法战争直接相关。１８７０年７
月１９日，拿破仑三世为了扩大法国在欧洲大陆的势
力，决定向普鲁士宣战。但是法军不久在色当惨败，

拿破仑三世和８万多官兵被俘。９月４日，巴黎爆
发革命，成立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宣布继续作战。９
月１９日，普军包围巴黎，巴黎工人为保卫首都建立
了３０多万人的武装力量。然而，法国资产阶级政府
害怕工人武装甚于普鲁士。１８７１年２月２６日，法

国资产阶级政府向普鲁士割地赔款，缔结和约，企图

联合镇压国内工人武装。此举激起了巴黎工人的极

大愤慨，１８７１年３月１８日，巴黎公社起义爆发。起
义爆发之际，列宁年龄尚幼，他对巴黎公社起义的认

识主要源于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文献。普法

战争爆发后，马克思和国际工人协会密切关注战争

的进展，并在１８７０年６月和９月两次发表了关于普
法战争的宣言。巴黎公社起义爆发以后，马克思就

以参加者的姿态，投入了极大热情，阅读了大量材料

并及时总结革命经验，写出了《法兰西内战》等重要

文献。列宁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非常重视阅读

这些文献。“我们知道巴黎公社的例子，我们知道马

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巴黎公社以及谈到巴黎公社时

的一切论断。”
［１］６１４
此外，列宁还多次撰写有关巴黎公

社起义的评论文章，仅直接论述巴黎公社起义的文章

就有２３篇。这些文章赞颂了公社战士的斗争精神，
分析了公社颁布的制度和措施，阐述了公社起义的经

验教训，体现了列宁对巴黎公社起义的深刻认识。

１．１９世纪最伟大的工人起义
巴黎公社起义经过７２天轰轰烈烈的斗争，最后

在法国和普鲁士反动势力的联合打击下归于失败，

损失非常惨重。“约３万巴黎人被野兽般的兵士杀
死，约４５０００人被逮捕，其中许多人后来被处死，被

·８·



流放去作苦工和移民的数以千计。巴黎总共损失了

约１０万子弟，包括所有各行业的优秀工人。”［２］早
在巴黎公社起义尚未失败之时，马克思就在写给好

友路·库格曼的书信中，把巴黎公社起义视为“最

光荣的业绩”。“不管怎样，巴黎的这次起义，即使

它会被旧社会的豺狼、瘟猪和下贱的走狗们镇压下

去，它还是我们党从巴黎六月起义以来最光荣的业

绩。”
［３］３５３
并且颂扬了巴黎工人在起义中表现出来的

英勇斗争精神。在巴黎公社爆发１周年之际，马克
思没有以成败论英雄，而是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

高度充分肯定了这次起义的历史意义。“英勇的三

月十八日运动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

的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曙光。”
［４］２４５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

的重要思想。１９０４年３月，正值纪念巴黎公社起义
３３周年之际，列宁在认真研究《法兰西内战》基础上
写成了《关于巴黎公社报告的三个提要》，在第三个

提要“纪念巴黎公社”中写道：“庆祝１９世纪最伟大
的工人起义。”

［４］３１５１９０８年３月，在日内瓦纪念巴黎
公社起义３７周年国际大会上，列宁代表俄国社会民
主工党作关于公社意义的报告，指出公社的失误在

于一是没有“剥夺剥夺者”，二是对敌人过于宽大。

“虽然有这样一些错误，公社仍不失为１９世纪最伟
大的无产阶级运动的最伟大的典范。”

［５］４３６

２．“终于发现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治形式
巴黎公社是巴黎工人起义过程中创立的革命政

权组织。为了维护革命秩序，保卫新生的政权，巴黎

公社共发布３９８件公告。这些公告的颁布表明公社
由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组成，维护劳动群众

的利益。马克思从公社的政治结构和活动中看到了

无产阶级国家的萌芽。“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

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

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

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６］１５８
在巴黎公社起义爆

发２０周年之际，恩格斯再次指明巴黎公社就是无产
阶级专政。因此，巴黎公社是世界历史上工人阶级

第一次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勇

敢尝试。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巴黎公社

性质的论断，指出尽管公社存在的时间短促，但还是

采取了一些足够表明公社存在意义和目的的措施。

“但这些不多的事情毕竟足以清楚地揭示公社这样

一个人民的、工人的政府的性质。”
［７］２２３１９１７年１－２

月，为了回答俄国革命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列宁再度

深入研究和批注了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以及恩格斯

为《法兰西内战》所写的导言，不断深化了对巴黎公

社的认识。在《法兰西内战》“‘公社正是这种共和

国’的‘一定的形式’”论断旁，列宁批注道：“公社＝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定的形式’。”
［８］１７７

１９１７年７－９月，在《国家与革命》一书的提纲和纲要
中，列宁指出公社是“‘终于发现的’向社会主义过渡

的政治形式”
［８］２３８。这些论述明确了巴黎公社的社会

主义属性，为俄国革命发展指明了方向。

３．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马克思主要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考察对

象，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规律和发展趋势，指导

工人革命运动。巴黎公社起义失败以后，马克思指

出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表达了他对西方无产

阶级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但是直到其晚年，革命

胜利的美好愿景并未实现，于是马克思开始把目光

转向东方。１８８１年３月，马克思在《给维·伊·查
苏利奇的信》初稿及其复信中阐述了俄国村社的前

景、历史作用及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问题，表达了对

东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期待。１８８１年３月２１日，俄
罗斯、波兰、捷克和塞尔维亚的社会主义者在伦敦参

加巴黎公社纪念大会，马克思、恩格斯由于不能出

席，便写下《致斯拉夫人在伦敦举行的巴黎公社纪

念大会主席》的信，信中指出：“当巴黎公社遭到秩

序的捍卫者所策划的残酷的大屠杀而陷于失败的时

候，胜利者没有想到，为时还不到十年，在遥远的彼

得堡居然会发生这样一个事件，它经过斗争，也许是

长期而激烈的斗争，最终肯定要导致俄国公社的建

立。”
［４］２８５
信中提及的“一个事件”是指１８８１年３月１

日俄国“民意党”执行委员会派人刺杀皇帝亚历山大

二世。马克思认为，在经历巴黎公社起义之后，未来

俄国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并建立公社具有历史必然性。

这样，马克思把巴黎公社起义和俄国革命紧密联系在

一起。列宁同样肯定了巴黎公社起义的世界意义，认

为巴黎公社不仅属于西方，而且属于世界。“这是因

为公社不是为某种地方性的或狭隘的民族的任务而

斗争，而是为全体劳动人类、全体被损害和被侮辱的

人的解放而斗争。”
［７］２２４１９１３年 ３月，列宁在划分

１８４８年以来的世界历史时，把巴黎公社起义作为重
要分期点，指出从１８４８年《共产党宣言》问世以来的
世界历史分为３个时期：“①从１８４８年革命到巴黎公
社（１８７１年）；②从巴黎公社到俄国革命（１９０５年）；③
从这次俄国革命至今。”

［９］６１
列宁把１９０５年及其以后

的俄国革命同巴黎公社起义和１８４８年６月巴黎工人
起义联系起来，架起了从西方国家到东方国家无产阶

级革命的桥梁，凸显了巴黎公社起义对俄国革命的深

刻影响，也表明了俄国坚持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道路

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正如１９０５年２月列宁在日内瓦
给俄国政治流亡者作报告时指出的那样，“我们大家

都在沿着公社所开辟的道路前进。”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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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巴黎公社起义指引列宁确立

俄国革命和建设任务

　　巴黎公社起义犹如一道“革命的曙光”，划破了
沉沉的夜空，唤醒了群众的革命意识，激励着无产阶

级革命后来者不断奋勇前进。“巴黎的隆隆炮声惊

醒了无产阶级中还在酣睡的最落后的阶层，到处推

动了革命的社会主义宣传的开展。”
［７］２２４
巴黎的炮声

也唤醒了俄国的工人阶级。１８９８年３月，俄国马克
思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工党成立。１９０３年７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制定了推翻沙皇专制制

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革命纲领。在此后长

期的革命斗争中，列宁始终把俄国革命和巴黎公社

起义紧密联系起来，用巴黎公社起义来激发革命斗

争的热情，依据巴黎公社起义经验教训确立俄国革

命任务。“公社教会了欧洲无产阶级具体地提出社

会主义革命的任务。”
［５］４３７
列宁从研究巴黎公社起义

着手来确立俄国的革命任务。１９０５年６－７月，为了
制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民主革命中的策略，列宁提

出要从巴黎公社起义中吸取重要教训。列宁指出，巴

黎公社起义应肩负两重任务。“起义反对旧制度的无

产阶级承担了两项任务———民族任务和阶级任务：一

方面要使法国摆脱德国的侵扰，求得国家的解放，同

时要使工人摆脱资本主义制度，求得社会主义的解

放。两项任务这样结合在一起就是公社最突出的特

征。”
［４］３３６
但是巴黎公社无法正确区分革命民主主义

和社会主义革命界限。“历史上有个工人政府就是这

样称呼的，它不善于分清并且当时也不能分清民主革

命成分和社会主义革命成分，把争取共和制的任务和

争取社会主义的任务混淆起来，未能解决向凡尔赛实

行坚决的军事进攻的任务，犯了不占领法兰西银行的

错误，等等。”
［１１］６４
在总结巴黎公社起义经验教训的基

础上，列宁根据俄国具体情况对民主革命胜利后建立

政权的性质作出了新的解答。“公社所必须完成的实

际任务，首先是实行民主专政而不是社会主义专政，

也就是实施我们的‘最低纲领’。”
［１１］１２５

因此，在俄国

应首先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然后再

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列宁认为俄国无产阶级可以充

当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我们这里的人

总是从革命内容是资产阶级的这一事实得出肤浅的

结论，认为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而无产阶级在这

个革命中则负担次要的、附属的任务，认为无产阶级

不能领导这个革命！”
［１２］
据此，列宁赋予“资产阶级革

命”概念以崭新的内涵。从前西欧的民主革命导致了

资产阶级专政，在俄国无产阶级已经成为一支独立的

政治力量条件下，列宁认为布尔什维克在资产阶级民

主革命中的目标应当是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

民主专政，这一论断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

于资产阶级革命实质的原理。俄国革命正在这一目

标指引下不断发展。１９０５年十二月起义是由俄国社
会民主工党领导的以建立社会主义为最终目标的民

主革命。“对于我们，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民主主义变

革只是使劳动彻底摆脱一切剥削、达到伟大的社会主

义目的的第一阶段。”
［１３］１９０８年４月，列宁高度评价

这次起义是巴黎公社以后最必要、最合理和最伟大的

无产阶级运动。

俄国二月革命之后，列宁依据巴黎公社的性质

来确定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任务。１９１７年２月，俄国
沙皇被推翻，出现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工兵代表

苏维埃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列宁准确分析了此时

俄国革命所处的历史方位，认为俄国工人处于第一

次革命的第一阶段。“现在我们正处在从革命的这

个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的时刻，即从同沙皇制

度‘搏斗’向同古契柯夫—米留可夫的、地主资本家

的帝国主义‘搏斗’过渡。”
［１４］４４
列宁根据巴黎公社

分析了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性质并指明下一阶段的目

标任务。列宁认为俄国工兵代表苏维埃和１８７１年
的巴黎公社是同一类型的政权，并依据马克思关于

巴黎公社是“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工作机

构”的论断，提出“工人代表苏维埃‘应当看成是起

义的机关，是革命政权机关’。这个从１８７１年巴黎
公社和１９０５年俄国革命的经验中引申出来的理论
原理，应当在正是对俄国这一次革命的这一阶段给

以具体指示的基础上加以阐明和具体发展。”
［４］３８９
在

俄国革命何去何从的紧要关头，列宁根据巴黎公社

经验，阐述了革命的下一阶段目标任务，提出要继续

沿着巴黎公社指引的道路前进。“而无产阶级如果

想要保卫这次革命的成果和继续前进，想要争得和

平、面包和自由，那就应‘当打碎’这个‘现成的’国

家机器，代之以新的国家机器，使警察、军队和官僚

同普遍武装的人民融为一体。沿着１８７１年巴黎公
社和１９０５年俄国革命的经验所指引的道路前进的
无产阶级，应当把一切被剥削的贫苦居民组织起来

和武装起来，使他们自己能够直接掌握国家政权机

关，自己组织起这种政权的机构。”
［１４］３８

列宁提出

“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工人阶级在布尔什维

克的领导下发动了十月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政权，

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首先强调新生苏维埃政

权与巴黎公社的一致性。“１８７１年的巴黎公社、
１９０５年和１９１７年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实质上就是这
样的国家。”

［１４］６８
列宁依据巴黎公社经验制定巩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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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政权的方针政策，确定新的建设目标。“在我们

之前有巴黎公社，有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多年的

发展，我们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时候，能够清楚地了

解自己所做的事情。”
［１５］７０
社会民主工党先后颁布实

行《和平法令》《土地法令》《工人监督条例草案》

《关于实行银行国有化及有关必要措施的法令草

案》《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草案》《被剥削劳动人民

权利宣言》等条文，充分表明工人和群众组织是整

个国家政权和整个国家机构唯一的基础。在行政管

理方面，列宁依据公社关于行政机关和政府全体官

吏的薪金不得高于普通工人工资的决定，强调要建

设廉价政府。１９１７年１１月，人民委员会规定人民
委员最高薪金为５００卢布。列宁以巴黎公社为榜
样，继承巴黎公社的事业，创建完全新型的社会制

度，“俄国１９０５年革命和１９１７年革命在另一个环境
和另一种条件下继续着公社的事业。”

［９］２２８

三、巴黎公社起义为十月革命

提供重要方法论

　　十月革命不仅继承了巴黎公社的事业，而且从
巴黎公社起义中得到重要的启发。马克思主义提供

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

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并不

是要死守现成教条，而是能够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

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面对２０世纪初
俄国复杂的革命形势，列宁积极向马克思“请教”，

认真研究马克思关于工人运动问题的各种评论材

料，从中找到正确的革命策略。“马克思在相当动

荡的１９世纪６０年代所采取的政策，在很多情况下
是社会民主党人在目前俄国革命中采取的政策的直

接榜样
［９］１０４。”尤其是从马克思、恩格斯论述巴黎公

社起义的丰富文献中，列宁受到深刻的启迪，为发动

十月革命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１．公社实现了民族间的战争向国内战争的转变
巴黎公社起义由普法战争引发，法国和普鲁士

两国交战，法国惨败，反动势力遭到削弱，形成反动

统治的薄弱环节，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创造了有

利条件，列宁从中认识到“公社就是变民族间的战

争为国内战争的”
［１６］。俄国１９０５年十二月起义和

１９１７年十月革命运用的是同样的方法。１９０４年２
月，日俄为争夺中国东北的殖民地而爆发大规模战

争，这次战争俄军惨败，有４万多士兵被俘，俄军太
平洋舰队全军覆没。巨大的战争损失转嫁到俄国百

姓身上，导致国内饥荒蔓延、瘟疫流行、民穷财尽，引

发空前的社会危机。列宁审时度势，决定变殖民战

争为国内战争。在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下，１９０５年

１２月７日莫斯科工人发动武装起义，同沙皇政府军
队进行了９天的英勇战斗，最终由于弹药不足、准备
不充分等原因，起义被残酷地镇压下去。这次起义

虽然失败，但是为革命积累了宝贵经验。“没有

１９０５年的‘总演习’，就不可能有１９１７年十月革命
的胜利。”

［１７］１３８１９１４年８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作为协约国之一的俄国在战争中屡遭惨败，许多地

区被德军占领。到１９１６年末，俄国死伤、失踪、被俘
人数将近７００万。战争导致人民群众食品和燃料短
缺，物价飞涨，社会矛盾严重激化。“无产阶级不仅

应当反对一切这样的战争，而且应当希望‘自己的’

政府在这样的战争中遭到失败，并利用这种失败去

举行革命起义———如果以阻止战争为目的的起义没

有成功的话。”
［１５］１５
面对有利的革命形势，列宁果断

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号召发动武装起

义，最终取得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

２．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具有决定意义
革命时机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至关重要。马

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共产党人的近

期目标是以暴力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共产党宣

言》发表后不久，资产阶级革命风暴席卷欧洲大陆，马

克思亲身参加了革命斗争。１８４８年６月巴黎工人六
月起义失败，马克思认为，“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

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

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

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
［１８］。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

机之后才有可能。１８５９年１月，马克思提出“两个决
不会”的重要论断，表现了他对无产阶级革命的长期

性和艰巨性有了更深的认识。对于巴黎工人选择的

起义时机，马克思在起义前后态度迥异。１８７０年９
月，法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刚刚成立，普鲁士军队包

围了巴黎。在此情况下，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时

机尚未成熟，并告诫法国工人不能举行武装起义。

“在目前的危机中，当敌人几乎已经在敲巴黎城门的

时候，一切推翻新政府的企图都将是绝望的蠢

举”
［６］１２７。１８７０年９月１２日，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

认为如果工人们试图发起革命的行动，那么“他们将

无谓地遭到德国军队的镇压，又会倒退２０年”［３］３４４。
但是６个月以后，当巴黎公社起义爆发，马克思立刻
抛弃了此前认为起义是“绝望的蠢举”的观点，高度

赞扬巴黎工人的行动是“英勇奋斗的范例”。“这些

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

的自我牺牲精神！”
［３］３５２
从起义前“绝望的蠢举”的告

诫到起义后“何等的灵活性”的赞颂，充分表明作为

革命家的马克思并没有囿于先前的认识，而是对工人

阶级创造历史的主动性给予了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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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从马克思对巴黎公社起义的态度转变中充

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革命辩证法的决定作用，指出

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并批评那些教条主义

者，表示“马克思说在革命时刻要有极大的灵活性，

就连马克思的这个直接指示他们也完全不理

解。”
［１７］７７５１９０５年俄国革命时期，孟什维克和自由派

资产者认为俄国缺乏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攻击布

尔什维克“‘多数派’的基本政治情绪是抽象的革命

主义，骚乱主义，趋向于不择手段地在人民群众中发

动起义并以人民群众的名义来立刻夺取政权”
［１１］９９。

列宁认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革命辩证法一窍不通，并

在１９０５年１０月撰文指出：“如果认为只要社会经济
发展的条件使变革完全成熟了，革命的阶级就总会有

足够的力量来实现这个变革，那是错误的。不，人类

社会的安排对于先进分子来说并不是那样合适和那

样‘方便’的。”
［１１］３６７

十月革命胜利后，第二国际的理

论权威和孟什维克的理论家纷纷指责十月革命违反

社会发展规律，认为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

行社会主义的高度。列宁指出，考茨基等人所谓十月

革命道路行不通，苏维埃俄国“活不成”的想法，完全

是庸人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革命辩证法的重要意义。

四、结　语

普法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分别与巴

黎公社起义、俄国十二月起义、十月革命直接相关，

三次革命存在一致的革命目标和逻辑方法。俄国十

月革命继承了巴黎公社起义未竟的事业，运用巴黎

公社起义的革命方法，成功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

会主义国家，深刻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据

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把马克思对巴黎公社起义的评

价移用到十月革命之上。也就是说，如果马克思看

到这激动人心的一幕，必然像赞颂巴黎公社起义一

样赞颂十月革命“放射着它的历史首创精神的炽烈

的光芒”。然而，由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苏联解体，面
对正在翻阅的十月革命百年史册，各种诋毁十月革

命的谬论沉滓泛起，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指责列宁背

离了马克思主义，鼓噪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早产

儿”。这些论调企图消蚀列宁主义的实践基石，臆

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内部对立，进而悬置我国新民

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础，企图动摇人们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信念。从巴黎公社起义到十月革命的历

程表明，列宁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发挥革命首

创精神并领导俄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世

界历史新纪元，为东方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探

索提供了成功范例。十月革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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