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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十月革命胜利１００周年专题研究　主持人：湖南工业大学陶景霞教授

［主持人语］本组专题文章从十月革命的意义、十月革命的成果在苏联的丧失及原因、十月革命对中国

发展的影响与启示３个方面对俄国十月革命进行了研究。《历史必然选择 人民权利新生———论十月革命
胜利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一文论述了十月革命胜利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历史怆然定格 苏共失权解体———

浅析十月革命的成果在苏联由成功到丧失》一文分析了十月革命胜利的社会基础以及十月革命成果在苏

联最终丧失的原因，《历史昭示未来 坚持中国道路———苏联解体的教训及走中国道路的启示》一文探讨了

苏联解体的教训及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启示。２０１７年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１００周年，也是苏共亡
党、苏联解体２６周年。这段历史在苏联已怆然定格，但是十月革命辉煌的历程不能忘记，十月革命丰硕的
成果不能否定，它给人类社会带来的进步影响应当肯定。习近平曾经说过：“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

今。”今天我们追溯历史，目的就是要以史为鉴，特别是对于源于十月革命胚胎的、正在蓬勃发展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在传承发展中纪念它，在重新审视中借鉴它，意义尤为重大。

历史必然选择 人民权利新生 

———论十月革命胜利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陶景霞１，王苗安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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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俄国十月革命揭开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新篇章，成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促进了国际范围内社
会主义运动的兴起，树立了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典范。十月革命胜利开辟了社会主义道路，改变了世界政

治格局；十月革命胜利引发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促进了世界和平；十月革命胜利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

展。十月革命是在准确的、具有前瞻性的理论指导下取得的胜利，它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胜利１００年来的
系列事实都证明：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是人民权利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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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７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十月社会
主义革命胜利１００周年纪念日。１００年前，以列宁
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带领俄国人民成功突破了

帝国主义的重重封锁，以武装革命的方式，一举推

翻了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黑暗统治，取得了十

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国际上第一个以无产阶级专政

的社会主义国家宣布成立。

１９２１年１０月，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中高
度赞扬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总结了十月革命的

巨大历史作用，肯定了十月革命的理论价值。他曾

明确指出：“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纪

元。”十月革命胜利的理论意义尤为深远，它预示着

马克思主义理论由空想变为了科学，马克思主义理

论成为了经过实践检验过的科学真理，使２０世纪
处于战乱国家的先进分子看到了国家的希望和未

来。既然历史和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我们要做的

就是将社会主义进行到底。正如列宁所说：“我们

已经开始了这一事业。至于哪一个国家的无产者

在什么时期把这一事业进行到底，这个问题并不重

要。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

已经指明。”［１］

　　一　十月革命胜利开辟了社会主义道路，改变
了世界政治格局

　　列宁曾经指出：“革命是最尖锐、最激烈的你死
我活的阶级斗争和国内战争。历史上没有任何一

个伟大的革命没有经过国内战争。”［２］十月革命也

是一场不可避免的国内战争。

对俄国来说，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俄国劳动人民

带来了希望的曙光，它使俄国人民获得了解放，挣

扎在社会最底层的穷苦大众得到了自由与独立，俄

国从此步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对于人类文明发展

进程而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范围内

政治力量的对比，打破了以资本主义政治为主导的

世界政治格局，开启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

时代。

１８６１年，亚历山大二世废除农奴制，俄国走上
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但直到２０世纪初，俄国仍然
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军事相对占优势的封建帝

国主义国家。１９１３年，俄国的钢铁产量比不上美国
的１／１０，人均可支配收入更是远低于美国和英国。
放眼国际局势，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俄国作为第

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协约国，军队遭到重创，许多土

地被德军占领，食物供给匮乏，工厂关门倒闭，人民

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整个俄国陷入严重的经济、

政治、文化、军事危机中。［３］

１９１７年２月２５日，彼得格勒约３０万工人进行
大规模罢工，工人们联合起来掀起了反对饥饿、反

对帝国主义、反对沙皇专制的二月革命。２月 ２７
日，布尔什维克党（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

《告全体俄国公民书》并向人们宣告：临时政府成

立，首都已经转移到起义人民手中。但因为执政党

的政治领悟性不高、协调性不强、领导能力不足，加

之布尔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临时政府背离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当时的俄国陷

入了政权纷乱、两权并存的混乱复杂局面，一个是

由俄国上层人士扶植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另一个

是苏维埃政权，后者有相当的实力，是由工人、农民

联合组成的。

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坚持将战争进行到底，这一

决定不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诉求。１９１７年７月４
日，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彼得格勒制造了“七月流

血事件”，公然毒害布尔什维克党人。该事件激发

了工农群众奋起反抗的决心，４个月后，十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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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发。１１月７日，数万赤卫队员和兵士围困彼得格
勒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次日冬宫被攻陷，临时政府

１６名部长被捕，临时政府宣告垮台。
全俄工兵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于冬宫被攻

陷的当晚召开，会议颁布了《和平法令》和《土地法

令》。《和平法令》向全世界宣布了苏维埃政权的

和平对外政策，《土地法令》宣布以国家土地所有制

代替地主土地所有制。大会决定组成临时苏维埃

政府，宣告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

十月革命的胜利，标志着俄国人民反抗沙皇和

资产阶级的阶段性胜利，意味着遭受资本主义和封

建农奴制荼毒的俄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人类历

史上第一个以工农群众当家作主的无产阶级政权

的成立，为俄国开辟了通向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

为世界受剥削和压迫人民开辟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指明了方向。

十月革命的胜利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世界格局，

翻开了人类社会主义历史新篇章。领先一步走上

工业化道路的欧美各国通过殖民侵略和帝国主义

掠夺迅速扩张壮大，而十月革命无疑影响了这一体

系。若是俄国的革命止于二月革命，战事失利的俄

国将因为主政阶级的落败和西方民主制度的兴建

而加速融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十月革命的

发生改变了世界资本化的走向。这是人类历史上

第一次不是修正人剥削人的、社会不公平的制度，

而是彻底推翻了剥削和不公，开创了一种公平公正

的、平等的、没有剥削的社会主义制度。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初期的资本主义政治体

系因为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创建，停止了全球殖民化

的步伐。俄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初步探索直接使俄

国成为制约早期资本世界体系的一种强大力量，使

世界政治转变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对峙、相互

制衡的格局。

　　二　十月革命胜利引发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的高潮，促进了世界和平

　　列宁准确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提出
必须要用革命来争取和平，要把帝国主义发动的世

界大战变为国内战争，必须号召劳动人民和士兵奋

起反抗，摆脱帝国主义的沉重威胁，推翻本国资产

阶级统治。只要沿着这条革命道路不断前行，就能

逐渐走向民族独立、人民自由。

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实行殖民剥

削，集中本国大多数人的财富和他国的资本，使本

国的极少部分人变得富裕。资本主义经济为了取

得高额利润，对内残酷压榨迫害本国劳动人民，对

外掠夺他国人民的财产，推行强盗式的殖民主义政

策。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殖民剥削，

哪里必然有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世界被压迫

民族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可以分为

３个历史阶段：反抗阶段、觉醒阶段、解放阶段。［４］

反抗阶段是从剥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到

１９１９年十月革命胜利，本阶段是各受压迫民族对民
族解放道路的探索。觉醒阶段是从十月革命到第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本阶段是各国无产阶级和受殖

民迫害人民通过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看到了自己

民族的未来，对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充满了希

望。期间，许多国家爆发了民族独立运动，但大多

被本国反动势力所镇压。革命虽未成功，但为后期

的民族解放运动种下了希望的种子。解放阶段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至各国民族独立运动取得胜利，随

着二战后帝国主义力量被削减，欧洲、亚洲地区许

多国家革命成功，踏上社会主义道路，新兴的社会

主义国家对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持支持态

度。战后经过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国

际援助，亚非拉三大洲先后有９０多个国家宣告民
族独立，帝国主义的殖民剥削制度彻底瓦解。十月

革命的胜利对促使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体系的瓦解，

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和意义。

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年，苏维埃政权在布列

斯特同德国签署了和平共处的外交和约，俄国宣布

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的退战从正面论证了

列宁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判断和分析。此次革命

的胜利唤醒了千百万被剥削、被压迫的广大民众，

引发了２０世纪第一次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
使社会主义成为了世界社会潮流。十月革命后，很

多国家特别是许多欧洲国家，先后脱离了世界资本

主义体系，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１９１８—１９２３年，
从东欧开始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及半

殖民地人民掀起了一系列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社会

主义从一国扩展到多国。许多国家的工人、农民阶

级深受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迫切希望从帝国主义

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也开始尝试走俄国革命的

道路。

沙皇俄国的瓦解使芬兰人民争取自身解放斗

争的热情高涨。１９１７年１１月１１日，芬兰社会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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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党机关报中指出：“……在俄国发生的革命有巨

大的历史意义。各国的革命无产阶级将为之欢欣

鼓舞。这个由工人和士兵所实现的勇敢的变革是

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谁也不能否认，世界

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早晚一定获得完全的胜

利。”１２月４日，新组成的芬兰政府把宣布独立的
提议提交给了议会，１９１７年１２月６日，芬兰宣布独
立，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政府表示承认芬兰的独

立。１９１８年１月，芬兰工人赤卫队控制了所有的通
讯方式，至此芬兰政权完全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

随后德国、法国、丹麦、瑞典、挪威等国家陆续承认

了芬兰国家的独立政权。芬兰独立对世界受压迫、

剥削民族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独立运动无疑是一

针强心剂，起到了巨大的激励作用，促进了无产阶

级革命热情的高涨。

１９１９年３月，匈牙利在贝拉·库恩的带领下，
依靠无产阶级武装革命力量，摧毁了匈牙利资产阶

级共和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４月，德国创建了
巴伐利亚苏维埃政权。列宁殷切期望在欧洲地区

出现更多的苏维埃政权，以支持苏俄推动国际社会

主义运动蓬勃发展。天不遂人愿，除苏维埃俄国

外，其余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均被国内外反动势力所

镇压，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逐渐低迷和沉寂下来。欧

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宣告失败，但它的意义不容忽

视，它为二战后社会主义革命的兴起和东欧诸国走

上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现实

依据。

十月革命的胜利打击了帝国主义后方，促进了

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殖

民地和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引起了巨大反响。

１９１８—１９２３年，中国、朝鲜、越南、蒙古、印度、土耳
其、伊朗等国都兴起了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反帝

反封建的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运动浪潮。

当时的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封建皇

朝政治腐朽、经济落后，各地军阀割据并与帝国主

义相勾结盘剥百姓，致使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中

国的先进分子企图通过实行资本主义，救劳苦大众

于水深火热之中，然而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未能成

功，国家内忧外患并存，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在黑

暗笼罩之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人民点亮

了一盏明灯。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

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民主革命的先

驱孙中山先生提出“以俄为师”的口号。１９２１年７

月，在苏俄的帮助以及列宁为首的共产国际的指导

下，中国共产党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给中国先进分

子重新考虑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提供了重要的理论

依据，中国革命得以科学化、理论化和开放化发展。

十月革命的胜利，对追求民族独立的朝鲜人民

来说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最先吸引朝鲜人民注

意的是列宁的打倒帝国主义及民族自决理论。

１９１９年３月１日，朝鲜人民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占
领者而进行全民起义，爆发了朝鲜历史上著名的

“三一运动”。１９２０年，横跨欧亚大陆的土耳其面
临着国土被瓜分的危机，为挽救民族危难，凯末尔

领导土耳其人民进行斗争，苏维埃政府从各个方面

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列宁倡导和平相处的思想，认

为过去受沙皇帝国统治的各民族都有独立处理本

民族事务的权利。俄国还推行睦邻友好政策，和周

边的爱沙尼亚、立陶宛等邻国签署了和平共处的外

交合约，与东方深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如阿富

汗、土耳其等建立了友好的平等关系。经过积极努

力，１９２１—１９２３年俄国先后同波斯、阿富汗、土耳其
签订和约并建交。除此之外，英国、意大利、挪威、

希腊、奥地利、瑞典、法国、日本等国也与俄国建立

了和平外交关系。１９２４—１９２５年，俄国同资本主义
国家之间签署的各项协定已有 ４０余个，苏联终于
打开并稳固了和平相处的外交局面，把世界和平推

进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５］

　　三　十月革命胜利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
持和发展

　　任何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或思潮都离不开当
时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基本国情。１９世纪中期，
资本主义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奠定了社会

政治经济基础。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激发了生产社

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阶级矛盾上

升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无产阶级的独特性，使

其作为一种新兴的政治力量，并逐步在全球范围内

兴起，同时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需要先进的理论作

为精神支撑。因此，马克思主义既是时代发展的需

求，也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是无产阶级彻底解放所

必需的理论指导。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预言，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

在某一个国家单独发生。“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

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

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６］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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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恩格斯处于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时代，资本主

义的经济政治现状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社会基础。

他们曾根据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以

及对社会主义前瞻性的探索，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经

典理论。［７］他们认为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集

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共产

主义。整个社会是全部自由人的联合体。随着资

本主义世界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切受资

本主义压迫剥削的民族和国家，特别是一些欧洲国

家，要避免依附和脱离资本主义最强国美国，唯一

出路就是鼓励和推进社会主义革命。他们不再奢

望无产阶级革命在几个国家同时发生，而是以点带

面，以局部带动整体，将越来越多的关注点指向最

有可能实现革命成功的俄国，认为如果俄国革命成

功，整个欧洲的面貌都会改变。

列宁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关于垄

断资本主义的观点和思想，进一步深入研究它的发

展规律。列宁认为，当时世界资本主义呈现出步入

帝国主义的先兆，国际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局势动

荡，两级分化加剧，国家之间的差距激化了列强之

间的矛盾。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更是加剧了发达

国家和落后国家的矛盾。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受

到本国资产阶级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

双重压迫。２０世纪初的俄国，聚集了各种社会矛
盾，属于资本主义世界统治力最薄弱的节点，因而

列宁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可能会在某一资本主义国

家内首先获得胜利。列宁的 “一国胜利论”不同于

马克思、恩格斯早年的“同时发生论”，他批判了当

时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关于“十月革命违背了历史

的普遍规律”的论断。［８］列宁指出，不能离开辩证法

去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历史发展的一般性

规律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特殊性并不冲突，不然

便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

列宁结合俄国社会的现实国情和社会情况提

出适用于俄国社会的新观念，得出新的有利于俄国

社会主义发展的结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新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

理论。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引导，才使得俄

国人民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十月革命胜利后，

国家政治百废待兴，经济建设落后，列宁顶着压力，

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

亟待解决的问题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思索和解释。［９］

作为第一个将马克思主义运用到实际中的先行者，

列宁在总结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经验和教训之

后，针对提升国内经济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问

题，提出了“新经济政策”。该政策对加强工农联盟

和稳固苏维埃政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俄国

不但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而且建成了社会主义社

会，使马克思主义相关的科学社会主义由崇高的

理想变为了现实的制度。［１０］

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这个伟大的日子离开我

们愈远，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就愈明显。”今

天，在纪念十月革命胜利１００周年之际，我们看到，
十月革命扭转了世界政治历史前进的方向，是世界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十月革

命第一次向全人类指明了一条彻底解放的光明道

路。中国共产党人只有矢志不渝地沿着十月革命

开辟的道路前进，坚持走本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才会更加繁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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