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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恩格斯集中阐述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经典之作。恩格斯在该书

中论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来源和实践基础,论战杜林“假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基于空想社会主义

的局限性和进步性,从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方面来探讨马克思主义从群众中来又回到群众中去的方法论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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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Socialism: Utopia and Science” by Eng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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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lism: Utopia and Science” is a classic in which Engels elaborates on the idea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In this book, Engels discusses the ideological sources and practical basis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and 

debates on Durin's fake scientific socialist  ideological system. Based on the limitation and progress of utopian 

socialism,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ethodology enlightenment of Marxist Principle: “from the masses, to the 

masses” on the bases of theory a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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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机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各个学派

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年代还大量存

在于各国社会之中,统治着工人的头脑,

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急需置于现实基

础之上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扫清思想上

的混乱,此外,不断发展成熟的无产阶级

也迫切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基于以上情

势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需要,提出了社

会主义如何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以及更

好的把理论与现实完美对接的问题。 

1 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从思想发展的历史

进程出发,科学地指出了19世纪初空想

社会主义杰出代表法国的圣西门、傅立

叶和英国的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包

含的许多历史进步因素。马克思、恩格

斯不是像杜林等代表的社会主义流派那

样持完全否定、贬低的观点,而是肯定他

们是“三个伟大的空想主义者”。①并且

他们推动了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发展。

恩格斯高度评价说,三大空想社会主义

者的学说表现出了“处处突破幻想的外

壳而暴露出来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

的思想”。② 

首先,空想社会主义者从社会生活

的各个领域对资本主义进行“刨根问

底”。在经济方面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

经济发展中的种种弊病,指出了资本主义

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

的失调必然引起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即所

谓“多血症的危机。”掀开了资本主义私

有制的丑恶面纱并指出私有制会使人变

的疯狂。因此,改变工人阶级的生存状态

唯一途径就是消灭私有制。在政治方面,

伴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现代工业

资产阶级形成的同时相应的也出现了现

代工业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

剥削和压迫在伴随着工业发展的同时也

越发严重。因此,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

的斗争自发地展开了。现代工业无产阶级

的形成和无产阶级的独立政治运动的开

展是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政治条件。在思

想道德方面,指出一切社会关系都是建立

在“金钱至上”观念上,并且人与人之间

的交往都是建立在现实利益基础之上。

空想社会主义者通过扣资产阶级的“伤

疤”来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揭示了

广大无产阶级遭受资产阶级的政治压

迫、经济剥削和思想奴役。这些都对科

学社会主义的形成提供了思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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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空想社会主义者详尽描述了未

来社会的新景象,这些描述尽管充斥着不

切实际的幻想,但也包含着闪耀的智慧之

光,近乎于发现了资本主义矛盾解决的正

确途径。圣西门把未来理想社会称之为

“实业制度”、傅立叶描绘为“和谐制度”、

欧文致力于打造“共产主义公社”。空想

社会主义者提出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对

人的政治统治应当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

生产过程的领导等一系列积极的设想和

天才的猜测。尽管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具有

一定历史局限,但其中不少部分被马克思

证实为积极的思想并被吸收的思想对科

学社会主义的形成具有理论贡献。 

最后,在科学社会主义形成的过程

中,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科学社

会主义赖以建立的两大理论基石。为了

帮助工人阶级更好地理解科学社会主义

思想,恩格斯在《发展》中勾勒出了哲学

的变革轨迹,提炼出唯物史观的基本思

想。《发展》的第二章阐述的是马克思主

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产生。正是由于有科学的分析方法和

思维方式,社会主义才从空想发展到科

学。马克思为了把唯心主义从历史领域

这个最后的场所驱除出去,创立唯物史

观并且用来分析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

律,为科学地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

现实的可能。正确说明了阶级和阶级斗

争的历史作用并且肯定了人民群众的历

史地位。所以列宁说：“马克思的历史唯

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①是

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块基石。唯物史观

创立之后,社会主义不再是头脑中的空

想,而是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的客

观产物。单凭唯物史观的创立还不足以

为揭露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提供有力

的批判,因此,马克思在通过查阅大量有

关经济方面的资料和深入了解资本主义

社会的运行状态之后创立了剩余价值理

论。剩余价值的发现可以说是马克思运

用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

运动的规律进行分析的结果。剩余价值

学说科学的说明了阶级对立是源于经济

根源。空想社会主义者虽清晰的认识到

了存在的阶级压迫,但是始终找不到剥

削的秘密,所以只能一味的从道德和情

感方面去反对。正是由于唯物史观和剩

余价值学说的创立,马克思才认识到“工

人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有产阶级即资

产阶级的奴隶。”②因此马克思在空想社

会主义基础上意识到无产阶级是推翻资

本主义制度建立新社会制度的社会力

量。“剩余价值理论的创立使社会主义者

早先像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一样在深沉的

黑暗中探索的经济领域,得到了明亮的

阳光的照耀。科学的社会主义就是从此

开始,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① 

科学社会主义是在继承空想社会主

义所取得的成就基础上继承和创新发展

形成的,正是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

说共同揭示下,使社会主义终于驱散了

空想的迷雾,社会主义不再是空想,而是

历史的必然。两大发现之所以使社会主

义变成了科学,缘于两大发现把社会主

义置于了现实的基础之上。 

2 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基础 

在19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大机器

工业的确立使社会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

随着现代工业资产阶级形成的同时,一

个人数众多的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也出现

了。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固

有矛盾带来的阶级分化,生产的社会化

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越发严

重,无产阶级为了争取自身的权利,自发

地展开了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对于刚

登上历史舞台的无产阶级迫切地需要有

新的、科学的理论来指导他们正确认识

世界和改造世界。而空想社会主义以唯

心主义为主的历史观,只停留在启蒙思

想基础之上并且脱离群众基础,仅是一

种对美好生活、理想社会的描绘的局限

性,因而无法满足无产阶级的斗争实践

需要。再加上当时各种机会主义思潮和

带着面具的“社会主义学说”充斥着工

人阶级的头脑,为了扫清各种存在于工

人阶级头脑之中虚假的社会主义学说以

及满足工人阶级为斗争需要的科学理论

指导,恩格斯并放下手头正在从事的研

究,专心研究各种站不住脚的“社会主义

假说”,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和创建无

产阶级政党来指导工人运动。这表明工人

运动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的实践基础。 

伴随着社会阶级的分化和贫富差距

的扩大,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展

开了,以1831年和1834年法国里昂的丝织

工人起义,1836—1848年的英国宪章运动

和1844年的德国西里西亚丝织工人起义

为代表的三大工人起义运动标志着工人

运动进入一个新的独立的政治运动时

期。这是无产阶级第一次提出自己的政

治主张,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整个资产阶

级和资本主义制度。此时的无产阶级面

临什么是历史使命？为什么必须革命？

怎样实现使命？等一系列问题。此时在

工人阶级中影响较大的是机会主义思潮,

主要表现为杜林主义。杜林是德国社会

主义理论家,杜林曾“坦率地表示信奉社

会主义”①,并且他通过《哲学教程》、《国

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国民经济

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等著作创造了一

套全面而“完善”的思想体系来宣扬庸

俗唯物主义为基础的折衷主义哲学；歪

曲剩余价值学说,倡导资产阶级庸俗政

治经济学,鼓吹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理

论。杜林敢自称通过自创的这个体系证

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混乱和虚无。原因在

于他“体系化”“通俗化”的理论能够让

更多的人容易理解和掌握。为此伯恩施

坦曾经表示要想从“马克思的巨著中掌

握“正好需要的片段”是很难的,这不仅

因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巨著”科学性太强,

晦涩难懂,还因为很多社会主义者要将

精力投入到实际运动当中,没有专门的

时间进行理论学习”。②值得注意的是,由

于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侨居伦敦,并

没有直接领导德国的工人运动并且马克

思恩格斯晚年忙于写作,没有提出最新

的纲领来及时回应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

时代要求。因此,“这也是杜林的‘假科

学社会主义’能够吸引广大工人阶级并

且引起很大轰动的原因之一”。 

恩格斯之所以如此深入的了解不断

成熟的工人阶级迫切需要科学理论的指

导,是因为恩格斯在服兵役期满后回到巴

门,同年11月来到了当时世界上资本主义

最发达的英国的曼切斯特,并且经常深入

住宅区进行访问,了解工人生活和斗争情



国际教育论坛 
第 3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705-1196（P）/ 2705-120X (O)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20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orum 

况,他说：“我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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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来和普

通的工人交往,对此我感到高兴和骄傲。”
③恩格斯还与宪章派在曼切斯特的领导人

建立了联系。可以说,恩格斯正是在英国

认识了无产阶级。工人阶级需要大众化、

通俗化的容易理解和掌握的科学社会主

义理论武装大脑。而此时杜林所宣称的

“理论体系”充斥着工人阶级的头脑,思

想上的混乱必然会造成实践上的混乱。为

全面系统地批驳欧根·杜林对马克思主义

的篡改和攻击,恩格斯决心停下正在进行

写作的《自然辩证法》,同歪曲、诋毁马

克思主义的思潮进行论战。与此同时,应

法国工人活动家保尔·拉法格的请求,恩

格斯把写的论战性的论文结印成书,书

名叫做《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

的变革》。“恩格斯将其《反杜林论》中

引论的第一章以及第三编的第一、二章

合成一部小册子,由保尔·拉法格译成法

文,经恩格斯本人校阅后于1880年以《空

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为题在法

国 《社会主义评论》杂志第3－5期上发

表,随即又出版了单行本”。马克思在序

言中给予高度评价：“这本小册子……可

以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①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的出版肃清了机会主义对工人阶级和德

国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发挥了宣传和普

及马克思主义的作用,进一步确立了马

克思主义在工人阶级政党中的指导地

位。可以说,恩格斯源于实践的需要在批

判杜林的思想体系中把马克思主义的哲

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第一

次系统而全面的阐述了出来。 

3 社会主义思想置于现实基础

之上的当代启示 

在论证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过程中,恩格斯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

度将哲学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科

学社会主义融于一体,形成了马克思主义

基于社会最基础的生产领域之上升华的科

学的理论,再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

导实践这样一个实践——认识——再实

践的过程,并且在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促进

过程中使马克思主义置于现实需要基础

之上,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展。 

3.1理论上有助于从整体上理解马克

思主义,驳斥“马恩对立论”。《社会主义

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理解

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一部经典著作。 

从整体上理解马克思主义,恢复马

克思主义的本真形象,摒弃传统教科书

部分编排所造成的思维定势,回到马克

思主义创始人的经典著作,从经典中去

理解整体上的马克思主义,是兼具客观

性与权威性的方法。由于唯物史观和剩

余价值学说的发现,社会主义才从空想

上升到科学,彼此联系构成不可分割的

整体,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面貌和

精神实质。针对西方学者鼓吹“恩格斯

是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马克思反对

恩格斯”这样的观点,我们应该回到经典

著作之中去解读。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学

说的运用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通过《发展》

一文的序言文明就可以知道恩格斯在写

作完成之后交由马克思审定文中内容,

马克思这才意识到自己所宣扬的学说是

具有整体性的,需要从整体的高度和原

则把握。并且马克思主义在创立、发展

过程中恩格斯思想也是被吸取在里面的,

因而,从序言本身以及文本内容来看,马

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

的。此外,《发展》的写作是恩格斯对马

克思主义大众化所做的努力,“摘录了这

本书（即《反杜林论》）的理论部分中最

重要的部分”①可以说《发展》一书是

恩格斯对马克思两大发现,即唯物史观

和剩余价值学说以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

原理的全面阐述。恩格斯在《发展》中指

出：“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

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了资本主义生产

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

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②因此,恩格

斯和马克思是相互合作,彼此支持的。 

3.2实践上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

义大众化的传播。《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

学的发展》是一部面向现实大众的作品。

它因为实践的需要而产生,最早为扫清

充斥于工人阶级头脑中的机会主义思想

障碍,在工人阶级斗争运动实践中发挥

出重要的指导作用,顺应了客观需求,加

上其通俗的语言表达和简明的理论内容,

采用大众化叙述语言,容易被广大无产

阶级乃至普通群众所接受,极大地增强

了宣传理论的有效性。理论武装后的无

产阶级,不仅获得了自觉辨别真假社会

主义思想的能力,而且能从社会主义历

史观和现实的科学认识中,认清自身的

价值和使命,促进了自身在思想上和组

织上的成熟。“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

变成物质力量。”③从而有效地推动了科

学社会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

普及,极大地提高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

的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有力地促进工

人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

文的传播过程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的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第一次实现真正意

义上的落地,深入到底层工人阶级之中,

把工人阶级武装到头脑。与此同时,马克

思主义在世界各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远

在东方的中国为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在

尝试各种道路走不通的情况下,发现只有

马克思主义是代表广大工人阶级利益诉

求,为此先进的知识青年学者积极开展了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出版和传播,

并在早期成立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为中

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文本,教育了一

代代共产党人,提升了共产党人的思想觉

悟,影响了中国的革命、建设和发展过程,

反映了该著作在实践发展中的重要价值。 

3.3认识上推进了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创

新。《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问

世至今已有140多年,当今世界早已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主义发展历经从

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现实,从一国到多

国,在曲折中前进,在实践中发展。随着社

会主义国家的建立,社会主义从理论构想

成为了现实制度,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得

以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仍具有强

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在当代如何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尤其需要科学回答,以拨开

实践道路上的迷雾,明确前进的方向,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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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行动的信心。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

作,要求我们要以具体历史条件为转移,

而不是生搬硬套地使用科学社会主义基

本原理。为此,我们应坚信社会主义终将

代替资本主义,坚定社会主义必胜的信

念,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

主义的关系,处理好“共性”与“个性”,

“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从而增强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自

觉性,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前进。 

4 结论 

现实的基础是从整个社会最基础的

生产领域出发,对资本主义本质和历史发

展动力的把握,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科学

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马克思、恩格

斯正是基于19世纪资本主义现实的分析

和研究,才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并根据

社会发展的新的现实,不断补充、丰富和

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坚持一切从实际

出发,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实践证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不是固步自封的

老路,也不是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一条

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

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奋斗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一条以和平

发展途径谋求现代化的道路,从根本上不

同于靠殖民掠夺积累现代化基础和靠强

权政治搞发展模式、价值观输出的西方现

代化道路。”③因此,正如国家领导人所言,

人民是阅卷人,中国共产党是答卷人。如

何交出一份让人民满意,使国家朝着现

代化稳步发展的答卷是摆在中国共产党

面前的一道“必答题”。 

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中国

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也即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百年发展史。为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国情相结合以及

处理好中国同世界的关系,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进行理论上和实践

上的创新,科学的提出超越制度和意识形

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全球问题和

世界难题的情况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

出,打破了意识形态的对立,彰显出了社

会主义的包容性。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成果,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

的新飞跃。进一步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

实践相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当代世界历史进

程中的具体实践。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无论是

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重要的价

值,在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指导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方面具

有重大现实意义。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是一部理论与现实完美结合的著作。恩

格斯在写作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过程

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批判继承

空想社会主义者思想学说基础上发展马

克思主义,基于工人阶级需要通俗易懂

的理论指导,恩格斯第一次系统论述的

马克思主义,从而把社会主义置于现实

基础之上使得社会主义学说从原来空想

变为科学。对当今的理论研究具有重大

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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