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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克恩恩貉斯
“
两个必然

”
理论豹探讨

程思进 王洪楚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一书中,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资本主义的基本

矛盾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得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原理: “
资产阶级的灭亡与无产阶

级的胜利,是 同样不可避免的。
”①自1848年 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不断

强调和深化这个理论。他们认为,任何新的学说, “
它的根源深藏在物质的事实中。

”②因

此,在 1867年 完成的 《资本论 》第 1卷中,以翔实的材料,精辟的论证 ,科学地说明资本主

义存在的纯粹的暂时蚀。马克思于1883年 3月 14日 逝世。恩格斯在 3月 17日 发表的 《在马克

思墓前的讲话 》,认为马克思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是发现了包括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在内的人类

历史的发展规律。恩格斯在去世的前一年即189近年,还在论证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初期,最
终还是逃避不了必然灭亡的结局。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

∫主义 必 然 胜 利,即
“两个必然”

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的、重要的理论。为了坚持和捍卫这一理论 ,

马克思、恩格斯为之奋斗了终身。 “两个必然”
的理论不仅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还

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可以说,这一科学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l全部学说的出

发点和归宿。为了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就必须捍卫 “两个必然”
的理论。否定 “两个

必然
。

理论,不仅违背 《共产党宣言》问世以来 142年 世界田、史发展的事实,而且是重新钻

进历史唯心主义的避璀所中去。
“
两个必然

”
理论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具有自身的特点,概括起来就是客观性。过

程性和稳定性。

(一
)

“两个必然”规律的第一个特点是客观性。

首先, “两个必然”
的规律是科学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而得出的结论,不是人们头脑

幻想的产物。列宁指出: “
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结论,马克思是完

全而且仅仅根据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得出的。
”0这里所说的现代社会的经 济 运 动 规

律,主要是指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即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

盾运动。这一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足 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冲突的总根源。生产力是最活跃、最



革命的困紊,为了社会的生存,它的发展是绝对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社会化与生产

资料资本家占有这个基本矛盾不仅袤现为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以及生产无限扩大和社会购买

力相对缩小的尖锐对立。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法解决这个矛盾,唯一出路是新制度代替旧制

度,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以适应社会化生产的需要。 “两个必然”是考察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行的结果,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正如列宁指出的: “马克思和恩

格斯在他们的料学著作中,最先说明了社会主义不是幻想家的臆造,而是现代社会洼 产力发

展的最终目标和必然结果。
”④在这里,列宁把 “两个必然”

同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紧密

联系起来考察社会规律,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

义的界限,直到今天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当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有所发展,生产

力水平比较高,但是,用生产力的发展来证明资本主义
i的

永恒性,是无济于事的:科学技术

的进步和广泛应用,确实使生产力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但它不仅没有改变资本的性质,而
且加剧了两极分化,使无产阶级、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

化、复杂化。生产力的发展未能使发达国家从固有的基本矛盾中解脱出来。正是生产力的发

展将导致资本主义
‘
的灭亡。马克思曾说过: 〃蒸汽机、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

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
”⑤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仅给社会主义

取代资本主义奠定了物质前提,而且由于资本的高度集中,生产规模的扩大,为建立社会主

义
·
公有制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其次,客观性还表现在
“两个必然”

规律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制约着资本主义

的发展。处于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曾 经顺应社会发展规律,运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翻Tl

封建制度。当他们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以后,企图否定和逃避社会规律的制约。他们曾利

用破坏生产力的办法,来强制生产力接受狭窄生产关系的束缚。生产力仍以不可遏止的速度

向前发展,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形成更尖锐的矛盾。zO世纪以来,新一代资产阶级更多的是采

用调整生产关系的手段来缓解基本矛盾,不仅从私人资本发展为垄断资本 ,雨且从私人垄断

发展为国家垄断,国家垄断已成为资本主义在当代的典型形式。国家垄断进一步促进了资本

的积聚和集中,同时促使生产社会
:化 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垄断与生产社会化的矛 盾 更 加 尖

锐。总之,不管采用抑制生产力的方法还是采用
“调整”

生产关系的方法,只要私人占有制

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就存在,而 “两个必然”
的规律就要起作用。企

图用背离社会规律的手段来解决社会矛盾,完全是徒劳的。

再次,客观性表明 “两个必然”规律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和改变,但可以认识、可以利

用。        ·

“两个必然”理论所揭示的社会规律,与 自然规律具有一个相同点,它们都决定于事物

本身所固有的内部矛盾,不 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人们可以认识社会与自然规律,并运用

它们为人类服务。否认人们在规律面前的能动作用,是机械唯物论的观点。社会规律与自然

规律又有一个不同点,社会规律要通过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来实现,而不象某些自然规律那

样可以自发地实现。正如列宁所说的; “
资本主义 自己替自已造成了掘墓入,自 己造成了新

制度的因紊,但是,如果没有
‘
飞跃

’
,这些单个的因素便丝毫不能改变事物的总的状况,不

能触动资本的统治。
”C也就是说,即使有了无产阶级,有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一

“
社会

主义的最完各的物质准备
”⊙,如 果没有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没有无产阶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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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 “飞跃”,社会主义的物质准各就不可能转化为社会主义现实。因此,承认 “两个必然”

规律钓客观旺,必须承认无产阶级认识、利用这一规律的能动性,这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tt

基本观点。

(二 )

“
两个必然”

规律的另一个特点是过程性。

首先, “两个必然”∷的过程性是指这个社会规律支配着资本主义发辗的全过 程 和 总 趋

势。就资本主义近二百年来的运行轨迹看,是极其复杂雨变化多端的。从经济发展来看,正

如列宁所说,帝国主义时代的经济总是停滞和发展交替出现,时而停滞的趋势,时而是发展

的趋势, “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
”⑧。整个经济发展表现为发展、停

滞。再发展、再停滞的曲折历程。与此相适应,资本主义哟基本矛盾运动呈 现也 缓 和、尖

锐、再缓和、再尖锐∵的波浪起伏发展趋势。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曲拆曲,基本矛盾发展的起

伏性,都是
“两个必然”

规律的具体表现。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社会现象,远 |比必

然灭亡的规律复杂、丰富,但这些现象更深刻,只有理解和掌握了规律才正确分析现象。认

识到这一点十分重要。当看到资本主义矛盾尖锐时,我们不能把它判定为立即灭亡;当看到

资本主义矛盾缓和时,我们也不能相信它会永葆青春。无论资本主义在具体历史条件下怎样

发展变化,从全过程和总趋势上看,它必然最终走向灭亡。社会发展的总规律是我们认识资

本主义的总钥匙。

其次,过程性不仅是指
“两个必然”

规律支配着资本主义发展的全过程和总趋势,而且

支配着资本主义发展的具体过程。这是社会规律对客观事物起支配作用的又一表现。

当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缓慢,基本矛盾尖锐:时期9 “两个必然
'规

律对资本主义具体发

展过程的支配作用是明显的,容易认识的。当资本主义生产力处于发展时期,基本矛盾处于

相对缓和时期,又怎样认识
“两个必然”

规律对资本主义具体发展过程的支 配 作 用 呢?第

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或停滞都是资本主义发展全过程中的一个具体环节。发展是停滞

后的发展,发展又面临新一轮停滞。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缓和或尖锐也是资本主义发展总趋

势中的一个具体环节。缓和是尖锐以后的缓和,缓和之后又出现尖锐。不能离开资本主义发

展全过程、总趋势去孤立看待生产力发展和基本矛盾的缓和。即使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时

期,也不是直线上升,而是有起有落,有快有慢;在基本矛盾缓和时期,有时矛 盾 也 很 尖

锐。只不过从总体上看呈现出一定发展和相对缓和。这正是 〃两个必然”
规律在资本主义具

体发展阶段起支配作用的表现。这种支配作用 ,不如生产停滞、矛盾尖锐时期表现得鲜明,

但只要根据资本主义的各种现象加以科学分析,规律的支配作用是完全能认识和理解的。笫

二、整个资本主义大体可以划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中等程度国家,一种是经济落后国家 ,

还有一部分是发达国家。中等程度、经济落后国家困难重重9步履维艰。只有少数发达国家

越来越富。它们之 lHl的矛盾错综复杂,从趋势上看将越来越尖锐。从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看,

“两个必然”规律正在起着支配作用。少数发达国家生产力发展、基本矛盾相对缓和掩盖不

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重重矛盾。险象丛生、危机四伏申的发展和缓和是不 能 持 久 的。第

三、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各国无产阶级的斗争,是为促进
“两个必然”

规律拘实现而进行



改造社会的实践。这是自觉运用规律的具体表现。当然9在新的条件下。如何启发资本主义

国家工人的觉悟,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9如何引导工人阶级制定符合本国实际斗争的

策略,都是面临的紧迫任务。

再次,过程性`还指 “两个必然”
规律的实现是一个过程9不是一蹴而就,一朝-夕 能完

全实现的。任何社会制度的产生、发展都是一个长过程9资本主义也不例外。早在1300年意

大利地中海沿岸就已出现雇佣劳动制的萌芽。从18世纪末期到19世纪初期资本主义制度确立

算起,也经过了两个世纪的发展,才达到今天生产力水平。其间经历了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

资本主义两个阶段。只要生产力还有一定的发展余地,资本主义?就会存在一定时期。当然 ,

不能因此而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逃脱了必然灭亡的规律。必然灭亡是指发展趋势,而不是指

立即灭亡。从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到灭亡是一个长过程,不是短期可以实现的。社会主义事 ,

业的发展也证明 “两个必然”
规律的实现是一个长过程。1871年诞生的世界上第∵个无产阶

级专政巴黎公社,被资产阶级血腥镇压。本世纪初期第二国际破产,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

挫折。60年 代又出现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动荡、分化和改组。甚至到目前也存在个别社会

主义国弟被 “和平演变
”

的危险。但是,这一切能说明 “两个必然”
的社会规律不起作用了

吗?社会规律是从社会发展趋势上揭示其发展轨迹,在实现规律的过程中,必然表现为曲折

咿、复杂崆L国′
际共运屡受挫折,前进的道路极不平坦,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社会

主义事业却生机盎然,神奇般地改变着世界的面貌。恩格斯在1890年五一劳动节为 《共产党

宣言》写的序言指出,当 1848年发出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的号召时,响应者还是

寥寥无几,到 1890年时,欧美无产阶级、全世界的无产者已经真正联合起来了, “如果马克

思今天还能同我站在一起亲眼看见这种情景,那该多好啊:” ⑨今天,世界上已有近百个马

克思主义政党和组织信仰并实践科学社会主义9∵系列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D比起恩格

斯当年所看到的形势不知要好多少倍。这正是 “两个必然”
规律的表现。甚至可以这样说 ,

这个规律对社会发展过程的支配作用 ,从来没有今天这样明显。当然,我们也应清醒看到 ,

社会主义所取得的仅仅是初步的胜利,离最终取代资本主义距离尚远,还有∵个长期发展的

过程。

(三 )

“两个必然”
规律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稳定性。                  (

“两个必然”
规律的稳定性表现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稳定的联系上。客

观规律是事物发展过程中本身所固有的本质的、稳定的联系。列宁曾说过, “
规律 就 是 关

系”,就是 “
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

”⑩ “两个必然”
规律揭示了无产 阶级与资产

阶级、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本质之间的关系。这两种不同本质的阶级和社会制度之间存

在着相互联系和转化的关系。相互联系是指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不仅是同时产生 的 两 个 阶

级,而且是相互依存,以对方存在为前提的两个阶级;同时还指社会主义制度是从资本主义

制度中产生出来的一种崭新社会制度,它保留了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在内的以往社 会 物 质 文

明、精神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但同时也带有旧社会的痕迹。两个阶级、两种制度的转化则

是指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转化的根源在于资举主义基举矛盾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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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 “两个必然”不是马克恩、恩格斯同情无产阶级或偏爱社会主义而提出的一般理论,而
是继承前人思想精华的基础上,在社会实践中调查研究,根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崆噘

′
嚓一个

类社会根本规律,进一步揭示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正如荀子在 《天论 》中所说 :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表明了规律的客观性和稳定性

’。 “两个必然”规律的

稳定性表现在两个不同性质的阶级和社会制度之间本质的、稳定的联系上。这种稳定的联系

是一种取代和被取代的关系,即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关系。
·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稳定联系之所以表现为取代被取代的关系,是 由两种社会帑刂度的

本质区别所决定的。两种社会制度无论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内含和发展方向上都具有

显著区别 ,表现出鲜明的趋异性。从政治上说,社会主义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制度,资本

主义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资本主义的发展将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社会主义的发展将

过渡到共产主义。就经济而言,社会主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9资本主义实行资本家私有制,

即使两种制度下都在发展生产力,各 自的生产力发展手段、途径和目的也是不尽相同的。关

于意识形态9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 “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 地 位 的 思

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 ,同 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

神力量。
”0社会主义制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资本主义的意

识形态的主体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这与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根本对立的。两种社会制

度的本质区拐刂以及发展方向上的趋异性 ,决定了它们之间的联系是取代被取代的联系。 “
趋

同论
”

在理论上的主要错误,在于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制度的区别,把两种不同控质

的社会制度的稳定联系所表现的趋异梦歪曲为趋同性 。按照 “
趋同论

”
的观点,社会主义与

资本主义都将沿着同一道路走向同-目标,实质上是主张放弃社会主义原则,使两种制度都

沿着资本主义道路通向资产阶级共和国。归根到底, “
趋同论

”违背了
“
两个必然”

所揭示
′

的社|会 发展规律。

两种社会制度除了本质上的区别,发展方向上的相异外,在一定时期内也还存在经济上

以及其他方面的联系。这是两种社会制度稳定联系的一个侧面,也是
“
两个必然”规律实现的

长期性所决定的。在目前,社会
、
主义的经济、政治体制虽不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却充满生

机,具有强大生命力。资本主义虽无前途9却还有一定发展余地。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经

济发展都只能在相互联系中实现。邓小平同志说: “
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

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续续贫困下去,北方可能就没有出路。
”C社会主义国家在

一定程度上缺乏资金和先进技术;发达国家的资本、商晶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些问题,发展

要受到限制。发犀已成为当代世界两大主题之一。社会主义国家关起门来是防止不了
“和平

潢变
”

的。要有效地防止 “和平演变
”,最根本的是发展经济9增强实力,显示优越性。为

了促进发展,必须建立两种不同性质社会制度之间的正常关系,这不是抹煞它们之间事实上

存在的矛盾和斗争,而是稳定联系的必然要求。这种正常关系的建立,不仅不违背社会发展

规律,反而能对规律的实现起促进作用。

其次,稳定性还表现在
“
两个必然”

规律的作用上。任何规律都支配着现象的发生与发

展,在过程中反复起作用或重复表现出来,体现出规律的稳定性。以自然规律为例9地球自

转产生昼夜现象,地球公转导致四季变化9只要自转、公转这个条件不变,昼夜就会
、不断更

替,四季变化就会反芟出现。社会规律在这一点上与自然规律完全一致,在支配社会发展过



程中,反复起作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正是 “两个必然”规律反复起作用的具体表 .

现。从1825年 英国爆发第一次经济危机到1873年 9在冱8年 内共发生了五浓危机,平均 9至 10

年爆发一次。从1873年到19Ⅱ年即自由资本主义恂龚断资本主义过渡阶段中,诩年中也瀑发

了五次危机,平均 8年左右发生∷次。从|918年刭1939年 ,20年间发生了!三 次危机,平均不

到 7年发生一次。1945年到1975年 30年 间,平均 5年爆发一次危机。事实说明,只要资本主

义噻本矛盾存在,危机就将不断出现,而且频率还有加怏妁婵势。

任何人都不能改'变规律,因为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任何事物在发展过程中都旧避不了视

律的反复作用,因为这是规律稳定性的表现。但是,规律产生作用的大小、强弱,在ˉ定条

件下人们是可以控制的。对人来说,新陈代谢、生老病死是不可改变的客观规律。但是,人

篡签霪景譬罗霎鋈襄霪嚣荏箸ε踅霉⒊逶虿雾F丢爨墅芰鼙胥军霆爰柔∷嵬菩重|重霎P鼎

强科学管理,也能使经济危机的破坏程度减小,从而在有限时间和有限范围内阻碍社会发展

的进程ρ而一切先进的政党、先进的人们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正是为了增强 规 律的作

用,促进规律的早日实现。

再次,稳定性还表现在 “两个必然
”规律实现的渐进憷上。渐进灶是指自然规律、社会

规律的实现都具有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特征。以阶段性.而 言, “两个必然”规律揭示的是在相

当长时间内全球社会发展规律。因此,它的实现具有渐进性即阶段性的特点。1915年和1916

年列宁曾两次指出,′
∷由于资本主必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因此,社会主义不能在

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申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

时期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资产阶级以前时期的国家。
”③列宁的科学论断已经被尸史所

证明。 “
一国性利”学说正确体现了

“两个必然”实现的阶段恂。如果认为 “
两个必然”能

一
次四实现,不是犯了急躁病就是得了幼稚病。 “世界历史的尺度是以数十年来衡量的。”

④如果说19世 纪̄是社会主义理论变为科学,并广泛传播时期,那末,2=0世纪则是社会主义由

理论孪为实践时期ρ社会主义的实践又经一国到多国建立的过程。近两个世纪的刀史充分表

明了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具有鲜明的渐进的特点。              ∷

以规律的连续性而言,并不是指自然界或人类社会的发展只是=个连续不断的量的渐进

过程。它既是连续性的量的积累过程,又是连续性中断出现质的飞跃的过程,是连续性和连

续性中断的有机结合,是量的积累和质的飞跃的辩证统一。并由此雨表现出规律的稳定性特

征。资本窦义在其发展过程中,苜先表现为连续性的量的积累,在量的积累过程中,当 然包

括了比较次要的部分的质变或不影响全局的个别部分的质变。但是,只要处于资本主义条件

下,连续性就表现为量的积累过程。当资本主义制度向社会住义飞跃,即发生质的变化时 ,

连续垡的发展就申断了。从总体上说,事物连续性和连续性的中断都是规律渐进性的表现 ,

连续性中断只不过是渐进性的特琳表现而已。

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也是这样。无论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还是向前发展为申级、发

达阶段,都是一个连续性的量的积累过程。但其申也包含了共产主义的部分困素。随着社会

的发展,共产主义因素的增加,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社囱主义就演化为共产圭义。

综上所述,深入琛讨 “
两个必然规律的觜志,对于我们溲一

步认J;人类社禽发展规律有

6



极大的益处。-是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不但妾学习和掌握社会规律.还

要顺应和促进社会规律的实现。二是有助于我们在瞬息万变的社会现象面前,保 持 清 醒 头

脑,透过复杂的现象,把握时代主流,认清发展方向。三是有助于我们辨别形形色色历史唯

心主义理论。把 “两个必然”
规律实现的曲折性说成是襁会规律本身已经过时,并鼓吹

“
过

时论
”,就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一种表现。

注释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第 262页 。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珏0压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页 。

④ 《列宁选集》第1卷 ,第 86页 。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第
"页

。

⑥ 《列宁选集》第16卷 ,第 j硅 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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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列宁选集》第2卷,第 873页 。

⑩ 《列宁选集》第珏卷,第 212页 。

关于
“
拥政爱民优军优属

”
提出的时间间题

张 国新  张 为波

近期出版的《毛泽东思想辞典》中,将
饣
拥政爱民拥军优属

’
提出的时间定在19钥年10月 1日 。我们

核对了一些资料 ,认为这个时间是不准确的。

早在1942年 12月 8日 室9日 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举行的委员会会议上,就通过了包括《陕甘宁边区政府关

扌弼护军队的决定》、《修正陕甘宁边区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条例》在内的一系 列法规条例。I9钍 3年 1月

I日 ,中共中央又决定,每年的旧历正月,为我军的
“
拥政爱民月

”
。I943年￡月15日 ,陕甘宁边区玫府发

布命令,要求贯彻执行《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同时发表了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 《造成拥军热潮增 强

拥军工作》的文章。1943年 z月 1日 ,八路军留守兵团决定2月 5日 至8月 4日 为
“
拥政爱民运动月

’
,公布了

《拥改茇民公约》,作出《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 解放E报 》还在同日发表 了贺龙评的论

文章《开展拥政爱民运动》。

从以上众多的材料可以证明:第一,早在毛泽东1θ 43年 10月 1日 发出的《开展根据 地 的减租、产生

和拥政爱民运动》的党内指示之前(为文章字数所限'苏区有关事略 ),陕甘宁边区不汉制定了一整套

拥政爱民ρ拥军优抗的政策和制度,而且已经开展了这些活动。毛泽东的党内指示目的是推广陕甘宁边区

行之有效的经验。第二,以上材料说明, 
“
拥政爱民,拥军优属

”
即然作为毛泽东思想莳一部分,也 就匣

△jL它 Ⅱ实际产生状况——它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品,而不能单以毛泽东发表这个指示 的时

问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