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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观及其时代意义
———纪念恩格斯诞辰 200周年

姜 辉

【内容提要】恩格斯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典范，这源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和观

点，即他的马克思主义观。恩格斯始终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全

面掌握马克思主义严整体系，准确凝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始终倡导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

义，特别是根据变化的时代条件发展马克思主义; 始终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彻底践行“问题在

于改变世界”的宗旨; 始终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众化，为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者通向马

克思主义搭建阶梯。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基本特征和主要精神，具体体现为科学性、创新性与

实践性的有机统一。重温和概括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观，有利于在新时代获得宝贵的思想滋养，彰

显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更好地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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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恩格斯诞辰 200周年。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缔造

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创者和引路人，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导师。在马克思

主义发展史上，恩格斯被誉为 “马克思的第二个我”。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系统深刻阐述、马克思

主义理论体系精心构建以及马克思主义创立创新、诠释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从而使他成为坚持和

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典范。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捍卫和发展，对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推动和影响，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而使他成为整

个文明世界即资本主义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他知识渊博、思想深邃，集思

想家、革命家、实践家于一身。他的思想和行动铸成时代丰碑。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观就是恩格斯

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态度、观点和看法。世界和时代的发展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拓深化，

不断向马克思主义者提出新的课题、新的任务，重温和领会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观，有助于新时代

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和精髓，将使我们获得新的思想理论滋养;

重温和领会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观，对于坚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对于发展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推动 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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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恩格斯始终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
维护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完整性和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在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发展中，恩格斯既有和马克思一起作出的共同贡献，也有在马克思逝世
之后作出的独立贡献。恩格斯终其一生都在捍卫发展这一科学理论。1844 年 2 月，《德法年鉴》创
刊号在法国出版。在这同一期刊物上，马克思发表了 《论犹太人问题》和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导言》，恩格斯发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 《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 〈过去和现
在〉》。后来，恩格斯写道: “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共同
的工作。”① 马克思恩格斯毕生的勤奋工作，成就了他们的共同事业，使他们名垂史册。1844 年 9—
11月，马克思恩格斯合写了 《神圣家族》。1845 年，他们又合写了 《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一过
程中，他们逐步完成了各自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的转变，即从唯心主义者向唯物主义者、从革命民主
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开始清算形形色色反动的、保守的或空想
的社会主义思潮，整理自己的思想成果，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并将其与工人运动的实践相结合，

为着手建立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作准备。
1847年 6 月，马克思恩格斯指导创建了共产主义者同盟，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

政党、第一个共产党。在恩格斯撰写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共产主义原理》的基础上，马克思
恩格斯合写了《共产党宣言》，该书于 1848 年 2 月首先用德文在伦敦发表。《共产党宣言》是共产
主义者同盟的纲领，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完备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②，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
个纲领性文献，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共产党宣言》对当时流行于欧洲的形形色色的社会
主义思潮与流派进行了剖析和批判，揭露了它们的阶级实质和错误根源，从而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
与其他社会主义的界限。列宁指出: “这本书篇幅不多，价值却相当于多部巨著: 它的精神至今还
鼓舞着、推动着文明世界全体有组织的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③

马克思恩格斯还一起参加了第一国际的领导工作，与当时工人运动中的形形色色的非科学社会
主义流派，如蒲鲁东派、巴枯宁派、工联主义展开针锋相对、毫不妥协的斗争，反对各种曲解割裂
马克思主义的庸俗派别，初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主导和指导地位。1878 年，恩
格斯在《反杜林论》这部被誉为“百科全书式”④ 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对杜林的小资产阶级
社会主义作了彻底清算，深刻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
组成部分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严密而完整的科学
理论体系呈现出来。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决心完成马克思的夙愿，在精心整理马克思手稿基础上，进行大量创造
性工作，整理出版了 《资本论》第 2 卷和第 3 卷，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独创性贡献。
1884年 10月 15日，恩格斯给老朋友约翰·菲利浦·贝克尔的信中明确说道: “自从我们失去了马
克思之后，我必须代替他。我一生所做的是我注定要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做得
还不错。我很高兴我有像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当现在突然要我在理论问题上代替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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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的地位去拉第一小提琴时，就不免要出漏洞，这一点没有人比我自己更强烈地感觉到。而且只有
在时局变得更动荡一些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感受到失去马克思是失去了什么。”① 尽管恩格斯一直
说“马克思是天才”，而自己只是“第二小提琴手”②，但他的卓越成就、巨大贡献、伟大人格，使
马克思的“第一个我”和“第二个我”不可分割，这位第二小提琴手绝对不是简单地排名第二。对
于恩格斯，马克思则写道: “他真是一部百科全书。白天也好，夜里也好，吃饱了也好，空着肚子
也好，随便什么时候他都能工作，文章写得飞快，机灵得像个鬼。”③ 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
道: “坦白地向你说，我的良心经常像被梦魇压着一样感到沉重，因为你主要是为了我才把你的卓
越才能浪费在经商上面，使之荒废，而且还要分担我的一切琐碎的苦恼。”④ 马克思还说，恩格斯是
“当代社会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⑤。恩格斯擅长的领域是语言、军事和自然科学。恩格斯写
的文章极富逻辑和条理，明白晓畅，并具有令马克思所赞赏的善于抓住复杂问题之本质的能力。

1880年，恩格斯把 《反杜林论》中的 “引论”的 “概论”部分、第三篇的第一部分 “历史”

和第二部分“理论”改编为一篇新文章，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这篇文章中，恩
格斯指出: “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
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两个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⑥ 恩格斯还指出: “现代社会主义，

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产者和雇佣工人之间
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⑦ 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
科学的标志，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撰写并于 1848 年发表的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史
观与剩余价值理论为理论基石，创造性地建构了以 “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
避免的”⑧ 为中心思想的科学社会主义话语体系。这一话语体系以其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统一、对人
类社会发展方向论证无可辩驳的解释力和说服力、前所未有的 “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⑨ 的新型理
论与实践的感染力和号召力，获得了广大工人群众的认同和接受。恩格斯科学诠释马克思主义，与
马克思的理解保持了高度一致，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他们为揭示人类社会历史规律，为
认识现实、解释现实提供了遵循。

恩格斯非常注重维护马克思主义著作原貌和思想完整性。在这方面，恩格斯为马克思主义者树
立了榜样，我们要继承、发扬恩格斯以坚定立场持守、弘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精神实质。马
克思恩格斯在较长一个时期都把他们的学说称为 “新理论”或 “科学社会主义”，经常使用 “共产
主义”的概念来表达自己的理论和世界观。但是，马克思的反对派则提出 “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
并作为贬义词使用，如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等。另外一些法国的 “马克思派”虽自命为 “马克
思主义者”，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识并不准确。因此，马克思说过: “我只知道我自己不
是马克思主义者。”瑏瑠 马克思讲这句话是有背景和原因的。

马克思去世后，一些先进工人和社会主义者开始从正面的意义上使用 “马克思主义”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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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提出“尤其要感谢马克思主义的理论”①。1886 年 8 月 18 日，恩格斯在 《给奥古斯特·倍倍尔的

信》中研究、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含义，并同意从正面的意义上使用 “马克思主义”的概念。

关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恩格斯这样写道: “我不能否认，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 40 年，在这以前

和这个期间，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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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明确的表述，

都是属于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马克思没有我也能够做到，至多有几个专门的领域除外。至于马

克思所做到的，我却做不到。马克思比我们大家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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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个理论用

他的名字命名是理所当然的。”②

恩格斯也曾批评一些人没有认真阅读和准确理解马克思的著作，就以 “马克思主义者”自居。

他提出要做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说: “像马克思这样的人有权要求人们听到他的原话，让

他的科学发现原原本本按照他自己的叙述传给后世。”③ 他在谈到如何学习 《资本论》时指出，“对

于那些希望真正理解它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却正好是原著本身”④。原原本本阅读一些经典著作，才

能真正淬炼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看家本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那样: “把读马克思主义

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当作一种精神追求，用经典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

华境界、指导实践。”⑤

二、恩格斯倡导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根据变化的时代条件发展马克思主义

恩格斯是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表率。他既坚持真理，又从实际出发，倡导以科学

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恩格斯有一句名言: “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

科学来对待。”⑥“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⑦

他始终反对简单化、教条化和公式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譬如，他在批评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

导人对马克思主义采取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时指出，他们以为只要把理论背得烂熟，“就足

以满足一切需要。对他们来说，这是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⑧。恩格斯终其一生始终强调用科学

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他留下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段经典名言: “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

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⑨

根据变化的时代条件，恩格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恩格斯提出要更多地从方法论的意义上来科

学地理解和运用他和马克思的理论和著作。恩格斯公开发表了马克思的 《哥达纲领批判》，撰写了
《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等著作，更重要的是，1883 年以后恩格斯为一系列著作的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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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写作的序言和导言，对马克思的重要著作，对他和马克思共同完成的重要著作的写作、再版的时
代背景、社会历史条件、科学价值、理论精髓，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作了进一步阐释。在这些论著中，

恩格斯重申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性、正确性和发展性、开放性。在资本主义发展出现了新
变化和新情况的背景下，这些论著回答了工人运动中的新问题，武装了无产阶级，指导和推动了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 这些原则不
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 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
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① 恩格斯还
指出: “只要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唯物主义论点，并且把它应用于现时代，一个强大的、一切时代中
最强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面前。”② 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之所以具有伟大的生命力，源
于他们的思想是科学的真理。

恩格斯既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典范，也是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有人认为，恩格斯晚年
的思想背离了原初的马克思，这是对恩格斯思想的误读和偏离。恩格斯在晚年洞察资本主义的新情
况、新变化以及国际工人运动的新发展、新要求，他始终坚持一个原则，就是一些具体的战略策略
需要结合现实的变化和要求作出相应调整。他在《共产党宣言》中以及此后为 《共产党宣言》各种
文本所写的七篇序言中，展示了一个基本思想，即他们所 “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
完全正确的”，但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③。恩格斯反对把
马克思及他本人的理论不顾实际条件地照抄照搬。在第二国际成立前后，欧美各国工人阶级相继建
立自己的政党。针对国际工人运动出现的教条化倾向，在致左尔格等人的信中，恩格斯作出了严厉
批评，指出: “德国人一点不懂得把他们的理论变成推动美国群众的杠杆; 他们大部分连自己也不
懂得这种理论，而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它，认为只要把它背得烂熟，就足以满足一
切需要。”④ 恩格斯强调了分析和考察各国革命的具体环境和条件的重要性，主张不能盲目照抄照搬
别国实践和做法，也不能不顾实际拘泥于或者主观任意歪曲马克思和他本人的个别词句或论断，要
根据各国的实际来确定革命的手段和策略。他注重研究新情况，对马克思逝世后资本主义发展出现
的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敏锐地捕捉到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 “竞争已经为垄断所代替”等新现
象; 他洞察国际工人运动的新发展、新要求，对暴力革命、合法斗争、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等问题提
出新认识。他撰写的诸多著作都是奠基性、开创性、系统性的，《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
学的发展》《自然辩证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在今天看来，哪一部
著作不是人类思想史上划时代的经典呢? 学习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观，就是要在坚持真理的基础上，

不断解答新时代提出的新课题，在推进实践中不断创新理论。

三、恩格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
彻底践行 “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宗旨

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
发展而发展的历史。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科学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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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①。恩格斯非常注重科学理论发挥指导改造

世界的作用，彻底践行了马克思指明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② 的宗旨以及马克思指出的 “人应该

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③ 的论断。恩格斯说过: “我们决不想把新的科学成就写成厚厚的

书，只向‘学术’界吐露。正相反，我们两人已经深入到政治运动中。”④ 他一贯强调理论和实践结

合，积极投身批判和反抗旧制度。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及其要求是现代经济制度即资本主

义经济制度的必然产物，这一经济制度在造成资产阶级的同时，也必然造成并组织无产阶级。因此，

能使人类摆脱现在所受的灾难，并不是个别高尚人物善意的尝试，而是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所进行

的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对工人阶级的功绩，简要地说，就是他们教会了工人阶级自我认识和自

我意识，用科学代替了幻想。“无产阶级的解放应当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事情。”⑤ 恩格斯曾留下一段

名言: “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

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⑥ 这一段论述内蕴着

马克思主义“为人类求解放”的真谛。

19世纪 80年代以后，国际工人运动进一步向横广方向发展，扩展到整个欧洲和北美大陆。年

迈的恩格斯密切注视着社会主义运动在各地的发展，广泛了解各国的历史和现状，与各国社会主义

政党和工人运动活动家保持经常的联系，不时地向他们提出建议和忠告。恩格斯反复教导各国社会

主义者要从本国的条件出发，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独立地决定本国革命的方针和策

略。他说: “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 为了找到这种

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⑦ 我们的理论 “是一种历史的产

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⑧。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独

自肩负起指导国际工人运动、整理和出版 ( 或再版) 马克思遗著、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培

养各国年轻的社会主义活动家和理论家的重任。晚年的恩格斯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心血奉献给人类

解放事业。他不仅从事繁重的理论研究工作，回答实践提出的新问题，还以极大热情指导各国的工

人运动，指导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创立发展，指导成立第二国际。

在恩格斯的指导和推动下，1889年 7月，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 ( 即第二国际) 在巴黎召

开。随后，在他的关怀和指导下，第二国际联合各国工人政党，开展了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

倾向的斗争。1893年 8月，恩格斯在欧洲大陆旅行期间出席了正在苏黎世召开的第二国际的第三次

代表大会，这是恩格斯唯一的一次参加第二国际的代表大会。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共同指导和影响

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那么恩格斯则指导和影响了第二国际。

恩格斯在晚年承担了整理、出版马克思未完成的 《资本论》第 2、3 卷手稿的浩大工程。他夜

以继日地抄写、整理、补充、编排，累得多次生病，花了整整 11 年时间，才完成了这部伟大的著

作。1885年 7月，《资本论》第 2 卷出版。1894 年 12 月， 《资本论》第 3 卷出版。在他主持下，

1887年 1月出版了《资本论》第 1卷英文版。他还再版了马克思的其他著作以及共产主义者同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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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活动家威廉·沃尔弗、格奥尔格·维尔特等人的作品，并筹备出版马克思全集。恩格斯说:
“我喜欢这种劳动，因为我又和我的老朋友在一起了。”① 列宁曾引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阿德勒的

话说: “恩格斯出版 《资本论》第 2 卷和第 3 卷，就是替他的天才朋友建立了一座庄严宏伟的纪念

碑，无意中也把自己的名字不可磨灭地铭刻在上面了。”② 1883 年，恩格斯在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

话》中指出: “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③ 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恩格斯。今天，我们完全可

以说: “恩格斯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

19世纪八九十年代，恩格斯继续在各个思想领域内从事理论研究工作，全面地丰富和发展了马

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1884年 10月，《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出版，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上第一次系统探讨了人类社会的史前史，揭示了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起源、发展及其消亡的规律

和家庭的变迁史。1886 年 4 月至 5 月，发表了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1890年和 1893年，他先后发表《沙皇俄国政府的对外关系》和 《欧洲能否裁军》，分析了 19 世纪
90年代初欧洲国际关系的特点和趋势，揭露了沙皇俄国是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阐述了无产阶级对

战争、和平和革命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方针。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内部右倾机会主义思潮

日益抬头的情况，1891年 1月发表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并为之作序，3 月再版了 《法兰西

内战》并撰写了导言，6月撰写了 《1891 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1895 年初，他为马克思
《1848年至 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单行本撰写了导言。恩格斯在这些导言中集中地捍卫和发挥

了马克思主义诉诸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1894年 11月，他撰写的 《法德农民问题》

论述了无产阶级政党争取农民同盟军、引导农民走向合作制的原则、方针和政策，批判了法国工人

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农民问题上的右倾错误。他指出，在农民占人口多数的国家里，“为了夺取

政权，这个政党应当首先从城市走向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一股力量”④。正如毛泽东所评价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

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⑤。

四、恩格斯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体系化、大众化，
为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者通向马克思主义搭建阶梯

恩格斯曾经指出: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⑥ 习近平

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则指出: “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也同样一刻

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⑦ 恩格斯高度重视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和教育无产阶级并指导国际工人

运动的推进。恩格斯立足于无产阶级的需要，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通俗化，撰写文章和著作、

在工人群众中发表演说、亲自参加国际工人运动，宣传科学理论。恩格斯以通俗性的笔触再现了马

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使广大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能够更快地吸收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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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被马克思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①。在恩格斯的努力推动下，
《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以多种语言发行，影响深远。这些文本的行销满足了大众的阅读需求，使
马克思主义以一种易于为大众接受的方式传播，逐渐成长为广大工人群众的话语体系，产生了广泛
的理论效力与社会效应。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众化，使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恩格斯是马克思真挚的战友。恩格斯说: “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② 同马克思一样，恩格
斯从青年到晚年，批判和反抗封建专制制度，带领无产阶级开展革命，指导国际工人运动，他不畏
艰险，推动无产阶级的解放，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恩格斯在一生中都铭记和
践行了自己的诺言: “我将以我还余下的有限岁月，和我还保有的全部精力，一如既往地完全献给
我为之服务已近五十年的伟大事业———国际无产阶级的事业。”③ 恩格斯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全人类
的解放事业。他为谋求人类解放，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生命不息，战斗不止。1890年 11月 28日是
恩格斯七十周岁诞辰，各国工人运动的领袖都写信向他表示祝贺。恩格斯则写了一封公开信，充分表
露了他的宽广胸怀和高尚品格: “我只是有幸来收获一位比我伟大的人———卡尔·马克思播种的光荣和
荣誉。因此，我只有庄严地许约，要以自己的余生积极地为无产阶级服务，但愿今后尽可能不辜负给
予我的荣誉。”④

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基本特征和主要精神，具体体现为科学性、创新性与实践性的有机统
一。重温和概括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观，有利于在新时代中获得宝贵的思想滋养，彰显马克思主义
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更好地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恩格斯与马克思一
样，也关注到中国。在《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等著作中，恩格斯全面列举了中国的一系列发
明创造及这些发明创造传入欧洲的时间、途径、作用，其中有蚕、养蚕业，火药，印刷术等。不仅
如此，更为重要的是，恩格斯把中国与世界历史联系了起来，当作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环节，当
作论述自己世界历史思想的重要例证。早在 1857年 4月初，恩格斯在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
文章中就论述了英国侵略者在广州挑衅之后出兵中国的可能性。恩格斯在文章中阐释了第一次鸦片
战争时期英国所采取的军事行动的起因和过程。恩格斯认为，英印为毒害中国而进行的鸦片生产，

是“唯一导致更带毁灭性的直接后果 ( 但不是对本国人民，而是对他国人民) 的一个部门”⑤。恩格
斯把鸦片战争界定为“海盗式的战争”“海盗式的中英战争”“极端不义的战争”等。恩格斯说，长
江两岸和平怕事的居民过了将近二百年的和平生活，现在才第一次经历战争。1857 年，在 《波斯和
中国》一文中，恩格斯把中国的社会制度称作“这个世界上最古老国家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⑥。对
于这种衰朽状态，恩格斯描述道: “这里又有一个这样的帝国，它很虚弱，很衰败，甚至没有力量
经受人民革命的危机，在这里，就连一场激烈爆发的起义也都变成了看来无法医治的慢性病; 它很
腐败，无论是控制自己的人民，还是抵抗外国的侵略，一概无能为力。”⑦ 恩格斯认为，中国传统的
经济体系“是通过严格排斥一切对抗成分而人为地维持下来的”，曾经长期处于 “全盘排外的状
况”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肯定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科学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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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出现，甚至为他们心中的新中国取了靓丽的名字——— ‘中华共和国’。”① 马

克思、恩格斯是这样说的: “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

共同之点。”② 马克思、恩格斯的另一段话讲道: “当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在亚洲逃难，

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的时候，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上面写着: …… ［中

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③ 马克思还指出: “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

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④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继续关注中国并期盼着 “亚洲新纪元”的到来。恩格斯逝世前一年，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使中国受到致命打击。恩格斯认为，中国长期 “全盘排外的状况，已由同

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战争而部分地打破了; 这种状况将由目前这场同亚洲人、即中国人最邻近的敌手

的战争来结束”⑤。不管战争结果如何，都可以肯定，对于中国来说，“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 即

使是为了军事防御的目的，也必须敷设铁路，使用蒸汽机和电力以及创办大工业。这样一来，旧有

的小农经济的经济制度 ( 在这种制度下，农户自己也制造自己使用的工业品) ，以及可以容纳比较

稠密的人口的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⑥。总之，“古老中国整个传统的经济体系将完

全崩溃”⑦。恩格斯还认为，由于中国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迅速尖锐化，“资本主义征服中国的

同时也将促进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的崩溃”⑧。这种情况，构成了“一个奇妙的讽刺: 资本主义生产

只有中国尚待征服了，最后它征服了中国，但它本身在自己祖国的存在却成为不可能了”⑨。

关注实际、关注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解决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秘诀或密码。马

克思曾鲜明地指出: “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

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瑏瑠 问题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变化发展着的实践不断

给人们提出新的目标、新的认识课题和新的发展要求，这些都推动着人们去进行新的探索和研究。

认识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而所谓改造世界，通俗地说，就是解决问题，或者说，世界的改造是通

过解决一个个问题去实现的。恩格斯尤其注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恩格斯

一再强调，必须把社会主义社会看作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而不应把它当作一成不变的东西。恩

格斯明确地指出: “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瑏瑡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和运用，先后就历史唯物主

义、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其影响、 《共产党宣言》

及其时代意义等主题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

等重要会议上作出关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一系列

重要论述，在新时代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又对马克

·31·

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观及其时代意义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习近平: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 12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 265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0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 277－278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 148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9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 285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 674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9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 285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 675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9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 288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 289－290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 561页。



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主要原则观点作出了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的创新，

以一系列独创性观点阐明马克思主义本质特征、精髓要义、科学体系、历史贡献、时代意义、现实
价值、实践作用和发展途径等，形成了 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新飞跃。在当代中国，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面
向未来，我们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不断推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为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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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ABSTＲACTS

Engels' View of Marxism and Its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 Commemorating the Bicentenary of Engels' Birth

Jiang Hui

Engels is a shining example of adhering to and developing Marxism，which stems from his perception
and viewpoint of Marxism，i．e．，his view of Marxism． Engels always adhered to and defended Marxism，pro-
foundly revealed the theoretical qualities of Marxism，comprehensively grasped the strict system of Marxism，
and accurately condensed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He always advocated a scientific approach to Marx-
ism，especially developed Marxism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anging conditions of the times． He always crea-
tively applied Marxism，and thoroughly practised the principle that“the problem is to change the world．”En-
gels also always actively promoted the moderniz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and built a ladder for the
proletariat and workers to reach Marxism． The basic feature and main spirit of Engels' view of Marxism are re-
flected in the organic unity of scientificity，innovation and practicality． Through summarizing and revisiting
Engels' view of Marxism，we can obtain valuable ideological nourishment in the new era，manifest the theo-
retical character of Marxism in keeping pace with the times，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in con-
temporary China and the 21st century．

The Scientific Basis for China to Basically Achieve the Long－Term
Goal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Dai Mucai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CPC) pointed out that China will basical-
ly achiev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in 2035． This significant adjustment in the strategical goal of development is
based on the scientific evidence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entered a
new era． This evidence embodies in: the successful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laid
a solid foundation，the relentless fighting of Chinese people is an inexhaustible source of strength，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contributes scientific theoretical guidance，the
all－round and strong leadership of the CPC provides fundamental guarantee，and China is still in an impor-
tant period of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with a bright future． Fully understanding the scientific basis of the long－
term goals for 2035 can vigorously promote Chinese people's self－confidence in upholding and developing so-
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enhance their national pride．

The Intrinsic Consistency of Marx and Engels' Thoughts and Its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s － A Ｒefutation against Western Marxology's

View of“Opposition between Marx and Engels”
Yuan Yinchuan

The thoughts of Marx and Engels are intrinsically consistent． There is no contradiction or fundamental
opposition between them，but mutual complement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opposition between Marx and
Engels”created by Western Marxism does not exist in fact，the alleged principled opposition was just the ex-
aggeration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focuses of Marx and Engels' theoretical research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The“opposition between Marx and Engels”created by Western Marxology is a distortion of Marx and
Engels' thoughts and a fragmentation of the holistic of Marxism，which is in essence a dismantling of the legit-
imacy of Marxism as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ideology of the socialist stat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larify the fallacy of the view of“opposition between Marx and Engels”，refute it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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