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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立科学共产主义是集体的智慧

陈 学 裕

科学共产主义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表
明马克思在系统创立科学共产主义中是功绩

卓著的。但能不能因此断言,只有马克思和

恩格斯才参加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创 立 活 动

呢?不能。因为,参加科学共产主 义 伧刂立

的,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外,还有一大批无

产阶级革命家,其中有的还作出了比较大的

贡献。所以,科学共产主义的创立,是集体

的智慧,是共同劳动的硕果。

(--)

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不是个别的人

物,而是一大批,这是历史发展的需要。我

们知道,从十九世纪初到十九世纪三、四十

年代,西欧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都相继完成

或接近完成产业革命。产业革命使资本主义

固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性同生产资料

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尖锐地表现出来。十九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工人运动表明,无产阶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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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需要自己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渴望产生自

己的政治代表,要求创立自己的思想体系,

以便有成效地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而无产

阶级的政治代表,如果在一个国家内只有一

两个,在整个西欧只有寥寥几个,这显然是

满足不了无产阶级革命需要的。

任何革命理论的产生,总是客观物质世

界的一种反映。客观存在的事物,必然要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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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到人们的头脑中来,它通过人的思维,产
生概念和理论。资本主义的周期性 经 济 危

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资本主

义社会的各种矛盾 ,都是客观存在的。这些客

观事物,总要或多或少地反映到无产阶级革

命家的头脑中来。由于各个革命家所处的环

境不同,实践情况有别,理论修养有差异 ,

因而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不会完全一致,有的

较浅,有的较深,有的比较片面,有的比较

全面。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修养好,因而

站得高,看得远,对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认

识较其他革命家深刻些、全面些 ,所 以他￠l两

个在系统创立科学共产主义中贡献最大,这

是历史的事实。但是,如果因此 就 认 为 其

他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创立科学共产 主 义 中

无所作为,这也是违背辩证法,不符合历史

事实的。

我们还应当看到,一个先进阶级的思想

体系,内容极其丰富,它包括社 会、 自 然

界、人类思维等全部内容。创立一个先进阶

级的思想体系,也不是-朝一夕、一蹴而就

的。因此,仅只一两个革命家、思想家孤军

奋战是无法完成的,必须靠这个阶级的一大

批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齐心合作,共同

努力,才能系统、全面、完整地刨立出来。

总之,正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使得一大

批元产阶级革命家在十九世纪如灿烂群星涌

现了出来。这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除举

世闻名的马克思、恩格斯外,比较著名的还

有:约瑟夫 。莫尔、卡尔 ·沙佩尔、弗里德



里希 ·列斯纳、格奥尔格 ·维特 尔、 裴 迪

南 ·弗莱里格拉特、约翰 ·菲 力 浦 ·贝 尔

克、奥古斯 ·布朗基、乔 治 ·朱 利 安 ·哈

尼、厄内斯特 ·琼斯等。在这批无产阶级革

命家中,虽然有的犯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 ,

个别的甚至犯过严重的错误,但他们仍不愧

为工人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在科学

共产主义创立中,都作出过不同程度的贡献。

(二二)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两个根本对立的

阶级,他们之间的斗争,是你死我 活 的 斗

争。这是十九世纪不少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共

同的认识。被马克思誉为 “法国无产阶级政

党的首脑和心脏”的布朗基(1805— 1881),

早在十九世纪30年代,就 已经从经济上、政

治上揭示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 的 尖 锐 斗

争。他在183压年写的 《谁做的汤应谁来喝》

一文中,明确指出:在资本主 义 社 会里,

“生产资料私有制是社会制度的基础
”
,少数

人利用占有的生产资料剥削工人,从而造成

元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尖锐 对 立。 他说 :

“
资本本身是不能生产的,它只有在劳动力

的作用下才能生产。”由于工人不占有任何

生产资料,他们
“只好为少数资本占有者的

利益而被迫劳动”。可是,劳动 的 果 实 却
“不属于劳动者,而属于游手好闲者”,这
犹如 “黄蜂吃掉蜜蜂所生产的蜂蜜一样”。

至于资本占有者给工人的工资,布朗基认为

是资本家为了
“
使工人不致饿死

”, “使得被

剥削者能够生儿育女”,以便 “延续穷人的

血统为富人服务
”,如果资本家不这样作 ,

靠剥削为生的资本家,也就无法生存下去。

布朗基还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国家是

压迫剥削工人和其仙劳动群众的工具。1832

年 1月 zO日 ,布朗基在刑事法庭的答辩中指

出:资产阶级政府是-台抽压机,资产阶级

利用 “这台抽压机压榨人民的血汗,榨取亿

万法郎,使之不断流进游手好闲者的钱柜。

这台无情的机器一个一个地压碎二千五百万

农民和五百万工人,吸出他们最纯 洁 的 鲜

血,把它输送到特权分子的血管里去。”
资

产者把行政、立法、司法 “三权集中在一小

撮为了共同利益而结合起来的特权 阶 级 手

里!”由政权垄断者选出的议院
“
制订税法、

刑法、行政法,所有这些法律,同样是为了

达到掠夺的目的。”
资产阶级建立的 “最残

酷的暴政
”,对工人

“
有生杀予夺之权:” 这

就较为深刻地揭示了资产阶级国家的实质。

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才能解放全人

类,自 己也才能获得解放,这是无产阶级长

期斗争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无产阶级如

何夺取政权?这是当时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

理论和实践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或发

表演说,或伏案挥笔,都在为试图解决这一

问题作出自己的贡献。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

沙佩尔(1812— 1870),在 1847年 2月 8日 庆

祝伦敦教育协会成立 7周年的宴会上,对无

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方式作了比较全 面 的 论

述。他说: “
如果有可能,我们应该用和平

的手段”
争得民主自由, “如果我们的敌人

用刀枪来反对人民的意志”9 “我们将采取

暴力的办法来实现人民的愿望。”
习见,沙

佩尔认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上,可以采用和

平的手段夺取政权9但是9当 资产阶级用暴

力来镇压人民时就要针锋相对,以革命的暴

力回敬它。沙佩尔关于用两种方式夺取政权

的思想,与恩格斯在《国内危机》和 《共产主

义原理》等著作中所阐述的观点完全一致。

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后,必须建

立无产阶级专政。关于无产阶级专 政 的 思

想,马 克思、恩格斯在 z∶l十年代的著作中,

多次阐明过,特别是在 《1848年至1850年的

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提出了 “推翻资产阶

级,工人阶级专政。”
然而,应该看到关于

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其他革命家也有过不

少论述 ,有 的是几乎与马克思、恩格斯同时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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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1850年 4月 中旬9 “世界革命共产主义

者协会
”(马 克思、恩格斯代表共产主义者同

盟参加该协会)通过的由维利希起草的协议

就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协议第一条

指出: “协会的宗旨是推翻一切特权阶级,

使这些阶级受无产阶级专 政 的 统 治,为此

采取的方法是支持不断的革命,直到人类社

会制度的最高形式 ——共产主义得到实现为

止。”
著名的国际活动 家 魏 德 迈 (1818一

186⑴ ,在 1852年 1月 1日 的《纽约体育报》上

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一文,文章指出:

“无产阶级的统治和残忍的破坏主义的统治

毫无共同之点:无产阶级是唯一能把资产阶

级的全部遗产推向前进的阶级,因为它自身

的繁荣也是以这个遗产的将来发展好坏为转

移的,它是行使统治的最后一个阶级,由 于

废除了 一 切 特权,将使所有其他阶级都消

灭在这个阶级中,因为它已经吸收了其他阶

级所有创造因素,这些因素对历史上获得了

理论上的了解⋯⋯”
。魏德迈认为,无产阶级

专政完全区别于其他阶级统治;无产阶级专

政的社会比资本主义进步、优越,无产阶级

专政就是消灭特权9消 灭阶级9因而它是人

类历史上最后一个阶级的统治。魏德迈所论

述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其基本观点同马克

思两个月后致魏德迈的信中阐明的思想,很
多都是相同的。

工农联盟的理论,是科学共产主义的重

要原理之一。曾被恩格斯誉为
“非 凡 的 人

物
”

的沃尔弗(1809-1864),是一个由农奴

的儿子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对工

农联盟的原理就作过不少精彩的论述。18压 7

年 8月 1日 ,fuJ在 《德意志一 -̄布 鲁 塞 尔

报》上的 《农民与政治运动》一文中说,农
民对封建领主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愤懑胸

怀,可是地主又总是力图把∵农民的仇恨转移

到城市。城市和农村的这种分裂,是德国政

治发展的障碍。 “如果我们想迅速地和顺利

地推翻我们心爱的德意志
‘
祖国之父:的当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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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治制度,我们就必须在乡村中进行鼓动
⋯⋯只有城市和乡村团结一致、共同行动,

我们才能一举而将 ‘
基督教日尔曼’以及整

个德意志中世纪的国家经济抛到历史仓库最

偏僻的角落去,并且在这个
‘
上帝保佑

’
的

国家里建立起-个 ‘
人民保佑

’
的国家。”

显然,提出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胜利必须与

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这一原理,沃尔弗比马

克思、恩格斯都早一点 (恩格斯是在1848年

1月 写的 《1847年的运动》一文提出工农联

盟思想的)。 沃尔弗还是第一个站在无产阶

级立场深刻揭露封建奴役方式的各种细节的

战士。从18压 8年 12月 起,他 就 在 《新 莱 茵

报》上发表了-系列文章,特别是1849年 3

月22日 至4月 25日发表在该报上的八篇文章 ,

极其深刻地揭露了封建领主对农 民 的 巧 取

豪夺和普鲁士国家对农民的残酷压迫。马克

思、恩格斯对这篇文章都非常称赞。正是由

于沃尔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卓 越 的 贡

献,所以马克思才把 《资本论》第一卷献给

他,并称他为
“勇敢的忠实的高尚 的 无 产

阶级先锋战士”, “价值无比的 人
″ 。 另

外,被马克思称为
“
先进战士

”
的莫尔 (1813

-1849),在 1848年 9月 3日科伦举行的工

人联合会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也曾说: “联

合会必须担负起这样一个义务:到郊区去对

农民和手工业工场工人发生影响,帮助他们

在农村里建立联合会,并和他们保 持 经 常

联系。”以莫尔为首的工人联合会委员会 ,

在科伦郊区的工人和农民中进行了大量的实

际工作。恩格斯称为
“老近卫军

”
的施拉姆

(1822—1858),不 仅投身到1848年一18丛 9年

酉里西亚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中,把他全部

旺盛的精力、饱满的热情都用来做农民群众

的工作,而且在1850年 10月 19日 的 《红色共

和主义者》上发表文章说g “也许,若干年

的丹麦人的统治和俄国人的作威作福会告诉

他们 (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斯坦的农业工人 )‘

在他们同德国无产者结成紧密联盟以前,他



们永远也不能得到解放。
”
由于当时德国和法

国革命运动高涨,这两个国家的居民中,农
民又占主要成分,因此,当 时研究⊥人运动

与农民运动关系的革命家也不少。所以9对工

农联盟问题,除马克思和恩格斯外,其他革

命家也有不少论述。

国际主义原则,是科学共产主义的-个

重要原理。沙佩尔在18狃年9月 22日 的一次集

会上发表的长篇演说中,就提出和阐述了国

际主义原则。他认为,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

业,各国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必须紧密

团结起来,各族人民必须 友 好。在 18硅 6年

3月 25口 的一次集会上,他把波兰和意大利

都视为受压迫、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国家。

因此,他极其鲜 明 地 提出:德国人
“当他

们取得自由的时候,他们首先要利用自己的

自由把从波兰和意大利夺去的那些省份归还

它们。″
恩格 斯 在 18/lT年 ⒒月2θ 日伦敦举

行的纪念 1830年 波兰起义 17周年的国际大

会上说: “任何民族当他还在压迫别的民族

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因此,不把波兰

从德国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德国就不习能

获得解放。”沙佩尔和恩格斯都宣扬发挥国

际主义精神,主张把波兰从德国的压迫下解

放出来,恒沙佩尔提出的时间,比恩格斯早

-年零八个月。

无产阶级在推翻资本主义后,应该建立

什么社会,它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怎样?

马克思1恩 格斯对此有过-些设想,其他的

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作过-些探索和描绘。宪

章派领袖琼斯(1819—1867),在 1852年 6月

5日 的 《人民报》上指出,在实现遥远的共

产主义以前的未来社会里,一个人 有 可 能

“自已享用自己劳动的果实,为此则只须付

出正好用他的劳动和另一个人的劳动等值所

必需那样多的劳动,而这另一个人的劳动也

以同样的方式来调节。,” 琼斯在这里已经有

了下述思想的萌芽:推翻资本主义后,还不

tL马 上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在实现共产主义

之前的未来社会里,将可能实 i亍不劳动者不

得食的原则,其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将是等

量劳动换取等量产品的分配制度。

沙佩尔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批判魏特林

主义时9曾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劳动问题,作
了习贵的分析。18硅 5年 9月 ,他在伦敦教育

协会的一次会议上指出:在未来共产主义社

会里, “人民只能在劳动中找到幸福9劳动

和享乐是相互交替的,而每一个人都能得到

充分的幸福。任河强制手段都是不需要的,

因为入并不是懒惰的;如果入受到应有程度

的教育,他是会愉快地劳动的。″
沙佩尔把

共产主义社会的劳动,同思想觉悟的极大提

高和高度科学文化技术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

从而得出劳动是幸福的结论,这是很有卓见

的科学分析。毫无疑问,沙佩尔是最早论述

共产主义社会劳动问题的一个革命家。

无数雄辩的事实证明,科学共产主义基

本原理的创立9除马克思、恩格斯作了主要

的杰出的贡献外,其他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

家也作出了不少贡献。因此,创立科学共产

主义应当是集体的智慧。

(三三)

马克思、恩格斯是十九世纪最杰出的无

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9这当然是不容置疑

的。然而,他们的杰出成就9正是在于他们

在创立科学共产主义体系的过程中不仅学习

了前人的经验,而且也吸取了当时其他无产

阶级革命家的研究成果。

马克思、恩格斯总是以严谨的态度对待

科学研究,对很多问题,除 了他俩彼此切磋

外,还同其他革命家共同研讨,取人之长 ,

补己之短。当马克思听了德国杜塞尔多夫工

人代表勒维关于拉萨尔的情况报告后,他并

没有立即表态,除 了征求恩格斯的意见外 ,

还明确表示: “我很想知道布鲁斯 (即沃尔

弗)的意见。〃1858年 6月 7日 9马克思在

·Ξ5·



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如何看待拉萨尔同法布

里策决斗等问题时,再一次明确表示: “未

收到你和布鲁斯的意见之前9我不能作答。
”

当6月 9日 ,恩 格斯把自己和布鲁斯的意见

函告马克思后,马克思才把他们三人共同的

意见告诉了拉萨尔。恩格斯是军事科学知识

比较丰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他在军事科

学研究过程中,也是以小学生的态度,恭恭

敬敬地向有实践经验的其他无产阶级革命家

学习,吸取他们的研究成果。1851年,恩 格

斯从事军事科学研究时,关于拿破仑战争和

部分革命战争的细节,关于一些战 役 的 细

节,关于各军事部门的知识以及正确评价历

史事实的详细知识,关于基本战术、筑城原

理、堡垒的各种体系、野战工事、 军 事 工

程、军事科学史等等问题,他都向魏德迈请

教。1861年 ,美国南北战争爆发,魏德迈坚

决支持林肯废除奴隶制的主张,亲 自参加对

奴隶主的战争。在战争过程中 ,他历任参谋、

炮兵中校指挥官、步兵团长、分区司令等要

职。他把自已在战争中的实践经验介绍给恩

格斯,特别是把他对各种战略战术的研究成

果以及美国野战炮的种类及其性能向恩格斯

作了详细介绍,使恩格斯受益不浅。恩格斯

在1865年 3月 10日 给魏德迈的信中说: “我

感谢你关于美国武装力量的情况的说明,幸

亏有了它们,才使我对美国战争的许多问题

有一个清楚的轮廓。
”

我们完全可 以 这 样

说,在恩格斯关于军事问题研究的重大成果

中,有魏德迈的一份功劳。

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凝聚着其他无产

阶级革命家的心血,还表现在其他革命家为

马克思、恩格斯著书立说搜集素材、提供资料

上。为了使马克思、恩格斯把有限的精力和

宝贵的时光集中在科学共产主义的研究上,

有些革命家甘当材料员、记录员。1852午 5—

6月 ,沃尔弗、弗菜里格拉、德朗克同共产

主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一道 ,为马克思、恩

格斯写《流亡中的大人物》搜集材料。1852年

·】6·

秋 ,发生了
“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
,留 居英国的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花了很大的力量来揭露

警察的挑衅。德朗克等人揭露了捏造
“
罪证

”

的帮凶、普鲁士警察弗略里。他们把这些素

材提供给丐克思,使马克思的 《揭露科伦共

产党人案件》写得生动、具体、有力。正因为如

此,马克思在该小册子中,多次提到德朗克

的名字,以示谢意。

创立科学共产主义是集体的智慧,既是

历史事实 ,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马克

思、恩格斯从来不把科学共产主义的创立完

全归为个人的功劳。马克思在谈到他同恩格

斯、沃尔弗等人批判正义者同盟的秘谋学说

时说: “我们提出把对资产阶级社 会 经 济

结构的科学研究作为唯一牢靠的理论基础⋯

⋯”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465页 ) 可见 ,

用科学共产主义代替魏特林的秘谋学说,不

是马克思一个人的主张,而是包括恩格斯、

沃尔弗等人的共同主张。恩格斯在谈到对科

学共产主义的贡献时说: “马克思是天才 ,

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

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巛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第zs8页 )在这里,恩格斯肯定了马克思

对科学共产主义的伟大贡献,也肯定了包括

他本人在内的 “我们
”即许多无 产 阶 级 革

命家 “是能手”。马克思在 《社会主义从空

想到科学的发展法文版导言》中,称 “弗里

德里希 ·恩格斯是现代社会主义最杰出的代

表之一
”。恩格斯在 《马克思墓前悼词》草

稿中,称 “卡尔 ·马克思是百年少有的杰出

人物之一。”
都没有用 “唯一

”
的称谓,而

是用 “之一
”,这是他们尊重历史事实的科

学精神的突出表现。

我们说科学共产主义是由一大批无产阶

级革命家共同努力创立的,是集体智慧的结

晶,但并不是说每个革命家在里面起的作用

都相等、贡献都一样。毫无疑问,在这一大

批无产阶级革命家中,马克思、恩格斯两人

理论修养最高 ,
(下 转第33页 )



不同的语言囚素,自 然、和诺地熔为一炉 ,

构成浑然的艺术整体”产生感人的艺术魅力。

无论 巛诗汾、巛讠》、戊语”还是童谣、

民谚”都是古人或今人经验和智慧的结晶。

特别是来自民间啊成语0谣谚
|∴∶是人吞群众

以凝绔而形象的语言,l对 社会历史和现实王

活中的经验、教训所作的概括和总结。它们

长期活在人民群众的口头,不愧 为 最 有 生

命力的艺术语言的一部分。在 《战国策”中 ,

如: “三人成虎,十夫揉椎。众口所移,毋

翼而飞。″ (《 桊三·桊攻甘阝单⒖》) “口中则移 ,

月满则亏
”(《 秦三·蔡泽见逐于赵》).“彳亍百里

者半于 九 十″ (《 秦五Ⅱ胃秦王》引逸《诗》)∶讠
“骐骥之衰也,驽马先之,孟贲之倦也,女子

胜之。〃(《 齐五‘莎秦说齐闵王》)“大冠若箕 ,

倏剑拄颐,攻狄不能,下垒枯丘。〃(长 齐六 '

田单将攻狄》引
“齐婴丿L谣”)衔挈瓶之知9不失守

器
” ‘(《 赵

=·
秦王谓公子他》),屮以 书 为 御 者 ,

不 尽 于 马 之 情 9以 古 制 今 者 ,不 达 于 事 之

变 。
” (《 赵二 ·式灵工 FJl|∈ 居河 l“ i彦

” )“ 色

老而衰,知老而多”; ‘‘并骥而走者,五里

而罢,乘骥而御之 ,不倦而取道多七” (《 赵≡
j或

谓 建信君之所以事王者》 “
有 覆 巢 毁 卵 ,而 凤

皇不翔,刳胎焚夭,而骐辚不至。” (《 赵四

‘秦攻魏取宁邑》)“积羽沉舟,群轻折轴 ,众 口

铄金
”Ⅱ(《 魏一·

:κ 仪为秦连横说魏工》); “∶
乌获

(上接第16页)   ∴^’

观察和研究客观事物最深入细致,因而是最

杰出的代表人物,对科学共产主义体系的创

立作出了最大的贡献。如果我们把科学共产

主义的创立比作△部机器的制造,那么-其

他革命家只是为这部机器分别制造了个别部

件,而马克思.恩格斯则是这部机器的总工

程师,并为这部机器制造了主 要 的 部 件。

列宁说g科学共产主义 “主要由马克思创立

的”
(巛 列宁选集》第4薏箅34t贲 ),这 是 科学的

评价。恩格斯说:我不能否认丿我和马克思

举干钓之重,行年八十步而求挟持。” (《 燕

-¨ 苏∫弋谓燕昭工》)这些生沽气息浓郁,月~富

于表现力的语言,既通俗、`形象,又生动活

泼”焕发出朴素而迷人的艺术光彩。如此佳

语妙句 ,∶在∷《成|酊策”ˉ
中,令八似行山阴道

Ⅱ̈-    ∴     ˇ¨∷

上,目不暇接。

生动形彖、敷张扬,j、 明畅通俗工大特

色融为一休9形成了 《战国策》氵:言辩丽横

肆的艺术风格。尽管 《战囹策》非出一人之

手,但其仵者 闫肯定为纵横家或习纵横者 ,

他们的思想倾向基本一致9而 ~n‘ 其书几经后

人整理,因而在总的语言风格上;还能大体

保持统一:文学史的实践证明,伟大的作家

在ˉ个总的风格统摄下,往往兼有 几 幅 笔

墨,俱臻佳境,各显其妙。就工个作家而言

尚且如此,毕竟非
一

人所作的 《战国翱 ;

其语言风格在大体统
一

的前提下;显示出多

样化的倾向,有 f寸 么̄值得奇怪的昵? ∷

刘熙载说得好: “《⒈∶日策”明快无如虞

卿之折楼缓,慷慨无如荆卿之 辞 燕 丹占〃

(《 艺慨·文概》)至若苏、张说词之恢宏奇伟,

庄辛设喻之谐隐迁徐·鲁连诎辛垣衍之雄骏

恣肆丿触龙说赵太后芝
:婉

曲入情⋯J· ,无不

匠心独运,特色鲜明。多姿多采的语言艺术

风格 ,∶ 标志着∵《战国策”的语言艺术攀上了

=个新的高峰。          ∷ ′

共同工作40·年-在这以前和这个期间,我在

ˉ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 了这一
理论的创立 ,

特别是对这二⋯理论的阐发。但是丿绝大部分

基本指导思想 (特别是在经济和历 史 领 域

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明确的

表述,都是属手马克思的。⋯∴所以-这个

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公正的。
”巛马克思思格

薪选集》第1扌卷第?ss页 )科学共产主义虽然是集

体的智慧创立的,但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共

产主义的创立中立下了丰功伟绩,这也是不

句辩驳的历史事实。∵Ⅱ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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