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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版序言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1(1917年8—9月)国家问
题，现在无论在理论方面或在政治实践方面，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帝国主义战争大大加速和加剧了垄断资本主义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
国家同势力极大的资本家同盟日益密切地溶合在一起，它对劳动群众的骇人听闻的压迫愈来愈骇人听
闻了。
各先进国家(我们指的是它们的“后方”)变成了工人的军事苦役监狱。
旷日持久的战争造成的空前惨祸和灾难，使群众生活痛苦不堪，使他们更加愤慨。
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正在显著地发展。
这个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已经具有实践的意义了。
在几十年较为和平的发展中积聚起来的机会主义成分，造成了在世界各个正式的社会党内占统治地位
的社会沙文主义流派。
这个流派(在俄国有普列汉诺夫、波特列索夫、布列什柯夫斯卡娅、鲁巴诺维奇以及以稍加掩饰的形式
出现的策列铁里先生、切尔诺夫先生之流；在德国有谢德曼、列金、大卫等；在法国和比利时有列诺
得尔、盖得、王德威尔得；在英国有海德门和费边派，等等)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沙文主义
，其特点就在于这些“社会主义领袖”不仅对于“自己”民族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正是对于“自
己”国家的利益，采取卑躬屈膝的迎合态度，因为大多数所谓大国早就在剥削和奴役很多弱小民族。
而帝国主义战争正是为了瓜分和重新瓜分这种赃物而进行的战争。
如果不同“国家”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偏见作斗争，使劳动群众摆脱资产阶级影响、特别是摆脱帝国主
义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就无法进行。
首先，我们要考察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学说，特别详细地谈谈这个学说被人忘记或遭到机会主
义歪曲的那些方面。
其次，我们要专门分析一下歪曲这个学说的主要代表人物，即在这次战争中如此可悲地遭到破产的第
二国际(1889—1914年)的最著名领袖卡尔·考茨基。
最后，我们要给俄国1905年革命、特别是1917年革命的经验，作一个基本的总结。
后面这次革命的第一个阶段看来现在(1917年8月初)正在结束，但整个这次革命只能认为是帝国主义战
争引起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链条中的一个环节。
因此，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不仅具有政治实践的意义，而且具有最迫切的意义，
这个问题是要向群众说明，为了使自己从资本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他们在最近的将来应当做些什么。
作 者191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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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家与革命》收编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著作，以单行本形式陆续出版。
这些著作可独立成书者，则一文一书，有些重要文章和书信则按专题编成文集；有些著作还设有附录
，收编作者本人的有关论著和与《国家与革命》直接有关的材料。
为帮助读者学习和研究，在每书正文之后附有“注释”和“人名索引”，有些著作还附有“名目索引
”。
译文和资料均以新版全集、选集为准。
有些著作尚无新版者，则按新版要求重机关报校订译文，编写资料。
这套文库与全集、选集相配合，可适应广大读者的不同需要。
理论工作者，教学和宣传工作者，各级干部，大专院校学生和其他讯者均可从这大庆文库中选择自己
需要的著作，也可系统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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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
马克思的分析1． 公社战士这次尝试的英雄主义何在？
2． 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呢？
3． 取消议会制4． 组织起民族的统一5． 消灭寄生物——国家第四章 续前。
恩格斯的补充说明1． 《住宅问题》2． 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3． 给倍倍尔的信4． 对爱尔福特纲领
草案的批判5． 1891年为马克思的《内战》所写的导言6． 恩格斯论民主的消除第五章 国家消亡的经济
基础1． 马克思如何提出问题2． 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3． 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4． 共产
主义社会的高级有阶段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被机会主义者庸俗化1． 普列汉诺夫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占2
． 考茨基与机会主义者的论战3． 考茨基与潘涅库克的论战第一版跋注释人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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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马克思的学说在今天的遭遇，正如历史上被压迫阶级在解放斗争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领袖的学说常有的
遭遇一样。
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
谣和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
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
，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
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作这种“加工”的事情上正一致起来。
他们忘记、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革命灵魂。
他们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觉得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
现在，一切社会沙文主义者都成了“马克思主义者”，这可不是说着玩的!那些德国的资产阶级学者，
昨天还是剿灭马克思主义的专家，现在却愈来愈频繁地谈论起“德意志民族的”马克思来了，似乎马
克思培育出了为进行掠夺战争而组织得非常出色的工人联合会!在这种情况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
歪曲空前流行的时候，我们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恢复真正的马克思的国家学说。
为此，必大段人段地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著作。
当然，大段的引证会使文章冗长，并且丝毫无助于通俗化。
但是没有这样的引证是绝对不行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所有谈到国家问题的地方，至少一切有决定意义的地方，一定要尽可能完整地
加以引证，使读者能够独立地了解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全部观点以及这些观点的发展，同时也是为
了确凿地证明并清楚地揭示现在占统治地位的“考茨基主义”对这些观点的歪曲。
我们先从传播最广的弗·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讲起，这本书已于1894年在斯
图加特出了第6版。
我们必须根据德文原著来译出引文，因为俄文译本虽然很多，但多半不是译得不全，就是译得很糟。
恩格斯在总结他所作的历史的分析时说：“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
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
勿宁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
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
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
要有一种表面上站在社会之上的力量来抑制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
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
”(德文第6版第177—178页)这一段话十分清楚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历史作用和意义这一问
题的基本思想。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
在阶级矛盾客观上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便产生国家。
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
“财富”的无限权力在民主共和制下更可靠，是因为它不依赖政治机构的某些缺陷，不依赖资本主义
的不好的政治外壳。
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所以资本一掌握(通过帕尔钦斯基、切尔诺夫、策
列铁里之流)这个最好的外壳，就能十分巩固十分可靠地确立自己的权力，以致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中，无论人员、无论机构、无论政党的任何更换，都不会使这个权力动摇。
还应该指出，恩格斯十分肯定地认为，普选制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
他显然是考虑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长期经验，说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
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如我国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以及他们的同胞兄弟西欧一切社会沙文主义
者和机会主义者，却正是期待从普选制中得到“更多的东西”。
他们自己相信而且要人民也相信这种荒谬的想法：普选制“在现今的国家里”能够真正体现大多数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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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者的意志，并保证实现这种意志。
我们在这里只能指出这种荒谬的想法，只能指出，恩格斯这个十分明白、准确而具体的说明，经常在
“正式的”(即机会主义的)社会党的宣传鼓动中遭到歪曲。
至于恩格斯在这里所唾弃的这种想法的全部荒谬性，我们在下面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现今的”国
家的看法时还会详细地加以阐明。
恩格斯在他那部流传最广的著作中，把自己的看法总结如下：“所以，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
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
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
现在我们正在以迅速的步伐接近这样的生产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这些阶级的存在不仅不再必要
，而且成了生产的直接障碍。
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
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
在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那时它应该去
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这种“一定的”形式究竟是怎样的呢?它已开始建立的国家是怎样的呢? “
⋯⋯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
⋯⋯”现在一切愿意以社会党自命的政党的纲领中都载有这个要求。
但是它们的纲领究竟有什么价值，这从我国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行径中看得最清楚，因为他们
恰巧是在2月27日革命以后就已在实际上拒绝实现这个要求!“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
组成的。
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
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
⋯⋯“⋯⋯一向作为中央政府的工具的警察，立刻失去了一切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随时可以撤换
的负责机关。
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吏也是一样。
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
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
⋯⋯公社在废除了常备军和警察这两种旧政府物质权力的工具以后，立刻着手摧毁精神压迫的工具，
即僧侣势力⋯⋯ 法官已失去其表面的独立性⋯⋯他们今后应该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并且可以撤
换。
⋯⋯”由此可见，公社用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似乎“仅仅”是更完全的民主：废除常备军，
一切公职人员完全由选举产生并完全可以撤换。
但是这个“仅仅”，事实上意味着两类根本不同的机构的大更替。
在这里恰巧看到了一个“量转化为质”的例子：民主实行到一般所能想像的最完全最彻底的程度，就
由资产阶级民主转化成无产阶级民主，即由国家(=对一定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转化成一种已经不
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东西。
镇压资产阶级及其反抗，仍然是必要的。
这对公社尤其必要，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坚决。
但是实行镇压的机关在这里已经是居民的多数，而不像过去奴隶制、农奴制、雇佣奴隶制时代那样总
是居民的少数。
既然是人民这个大多数自己镇压他们的压迫者，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也就不需要了!国家就在这个
意义上开始消亡。
大多数人可以代替享有特权的少数人(享有特权的官吏、常备军长官)的特殊机构，自己来直接行使这
些职能，而国家政权职能的行使愈是全民化，这个国家政权就愈不需要了。
在这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着重指出的公社所采取的一项措施：取消支付给官吏的一切办公费
和一切金钱上的特权，把国家所有公职人员的薪金减到“工人工资”的水平。
这里恰巧最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转变：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民主，从压迫者的民主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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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被压迫阶级的民主，从国家这个对一定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转变为由大多数人——工人和
农民用共同的力量来镇压压迫者。
正是在这特别明显的一点上，也许是国家问题的最重要的一点上，人们把马克思的教训忘得最干净!通
俗的解释(这种解释多不胜数)是不提这一点的。
人们把这一点看作已经过时的“幼稚的东西”，“照例”不讲它，正如基督教徒在获得国教地位以后
，把带有民主精神和革命精神的早期基督教的种种“幼稚的东西”“忘记了”一样。
应当用什么东西来代替现在的德国呢?(它拥有反动的君主制宪法和同样反动的小邦分立制，这种分立
制把“普鲁士主义”的种种特点固定下来，而不是使它们在德国的整体中被融解掉)在我看来，无产阶
级只能采取单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国的形式。
联邦制共和国一般说来现在还是美国广大地区所必需的，虽然在它的东部已经成为障碍。
在英国，联邦制共和国将是前进一步，因为在这里，两个岛上居住着四个民族，议会虽然是统一的，
但是却有三种立法体系同时并存。
联邦制共和国在小小的瑞士早已成为障碍，它之所以还能被容忍，只是因为瑞士甘愿充当欧洲国家体
系中纯粹消极的一员。
对德国说来，实行瑞士式的联邦制，那就是倒退一大步。
联邦制国家和单一制国家有两点区别，这就是：每个加盟的邦，即每个州都有它特别的民事立法、刑
事立法和法院组织；其次，与国民议院并存的还有联邦议院，在联邦议院中，每一个州无分大小，都
以一州的资格参加表决。
”在德国，联邦制国家是向单一制国家的过渡，所以不是要使1866年和1870年的“来自上面的革命”
又倒退回去，而是要用“来自下面的运动”来加以补充。
恩格斯对国家形式问题不但不抱冷淡态度，相反，他非常细致地努力去分析的正是过渡形式，以便根
据每一个别场合的具体历史特点来弄清各该场合的过渡形式是从什么到什么的过渡。
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从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出发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单一而不可分的
共和国。
他认为联邦制共和国或者是一种例外，是发展的障碍，或者是由君主国向集中制共和国的过渡，是在
一定的特殊条件下的“前进一步”。
而在这些特殊条件中，民族问题占有突出的地位。
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虽然无情地批判了小邦制的反动性和在一定的具体情况下用民族问题来掩盖这
种反动性的行为，但是他们在任何地方都丝毫没有忽视民族问题的倾向，而荷兰和波兰两国的马克思
主义者在反对“自己”小国的狭隘市侩民族主义的极正当的斗争中，却常常表现出这种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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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第一版序言国家与革命    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1                (1917年8—9
月)    国家问题，现在无论在理论方面或在政治实践方面，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帝国主义战争大大加速和加剧了垄断资本主义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
国家同势力极大的资本家同盟日益密切地溶合在一起，它对劳动群众的骇人听闻的压迫愈来愈骇人听
闻了。
各先进国家(我们指的是它们的“后方”)变成了工人的军事苦役监狱。
    旷日持久的战争造成的空前惨祸和灾难，使群众生活痛苦不堪，使他们更加愤慨。
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正在显著地发展。
这个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已经具有实践的意义了。
    在几十年较为和平的发展中积聚起来的机会主义成分，造成了在世界各个正式的社会党内占统治地
位的社会沙文主义流派。
这个流派(在俄国有普列汉诺夫、波特列索夫、布列什柯夫斯卡娅、鲁巴诺维奇以及以稍加掩饰的形式
出现的策列铁里先生、切尔诺夫先生之流；在德国有谢德曼、列金、大卫等；在法国和比利时有列诺
得尔、盖得、王德威尔得；在英国有海德门和费边派，等等)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沙文主义
，其特点就在于这些“社会主义领袖”不仅对于“自己”民族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正是对于“自
己”国家的利益，采取卑躬屈膝的迎合态度，因为大多数所谓大国早就在剥削和奴役很多弱小民族。
而帝国主义战争正是为了瓜分和重新瓜分这种赃物而进行的战争。
如果不同“国家”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偏见作斗争，使劳动群众摆脱资产阶级影响、特别是摆脱帝国主
义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就无法进行。
    首先，我们要考察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学说，特别详细地谈谈这个学说被人忘记或遭到机会
主义歪曲的那些方面。
其次，我们要专门分析一下歪曲这个学说的主要代表人物，即在这次战争中如此可悲地遭到破产的第
二国际(1889—1914年)的最著名领袖卡尔·考茨基。
最后，我们要给俄国1905年革命、特别是1917年革命的经验，作一个基本的总结。
后面这次革命的第一个阶段看来现在(1917年8月初)正在结束，但整个这次革命只能认为是帝国主义战
争引起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链条中的一个环节。
因此，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不仅具有政治实践的意义，而且具有最迫切的意义，
这个问题是要向群众说明，为了使自己从资本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他们在最近的将来应当做些什么。
                                                                  作  者                                                                 191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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