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列宁选集 第二卷>>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列宁选集 第二卷>>

13位ISBN编号：9787010015019

10位ISBN编号：7010015015

出版时间：1995年01月

出版时间：人民出版社

作者：列宁

页数：942

字数：745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列宁选集 第二卷>>

内容概要

本卷选载列宁1908年至1916年即俄国斯托雷平反动时期、革命重新高涨时期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半
期的著作，共37篇。
    俄国1905-1907年资产阶级发主革命失败后，以斯托雷平为大臣会议主席的沙皇专制政府，疯狂地向
革命人民反攻倒算，夺走人民在政治经济方面争得的胜利成果，残酷镇压革命党人和工农群众。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各级组织以及党领导的工会等群众合法团体遭到严重的破坏，它们的领导人成批
被捕，党员和工会会员人数急剧下降。
面对反动派的疯狂进攻，革命的一些“同路人”陷入悲观和动摇，甚至公然背弃革命。
    本卷收录了列电视机在不同年代写的纪念俄国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革命民主主义作家赫尔岑
、法国工人诗人鲍狄的三篇文章。
列宁在这些文章中支用以居然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这三位作家、诗人的作品和思想作了鞭辟入里
的分析，对他们的历史地位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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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Ленин）（1870年4月22日 —
—1924年1月21日），马克思和恩格斯事业和学说的继承者，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和
领袖。
原姓乌里扬诺夫（Ульянов）。
生于伏尔加河畔辛比尔斯克（今乌里扬诺夫斯克）。
1887年进入喀山大学攻读法律，因参加革命活动曾被捕。
1893年秋移居彼得堡。
1894年写《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批判民粹派，阐述了历史唯物
主义基本原理。
1900年12月在德国莱比锡创办了《火星报》，从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建党作准备。
1904年写成了《进一步，退两步》，提出无产阶级政党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统一组织。
1905年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发后，于7月写成《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指
出了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把它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同年11月回国直接领导革命斗争。
1908年写成《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批判了唯心主义，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捍卫了
哲学的党性原则。
1908-1912年，致力于总结俄国第一次革命的经验，反对取消派和召回派，并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首领
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他于1915年8月写的《论欧洲联邦口号》第一次得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
家取得胜利的结论。
（对于这个理论而言，现在有观点认为它其实不是完全正确的，特别是在东欧剧变以后。
托洛茨基在《不断革命论》中提出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内是不能完成的，这个观点虽
然受到批判，但是同样的观点恩格斯却也在《共产主义原理》中进行和阐述。
所以我们在讨论和研究历史人物的时候需要结合长期以来的历史经验。
）　　1895年，列宁在彼得堡创立了彼得堡工人解放协会。
这年年底，他再次被捕入狱，14个月的狱中生活后，又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在西伯利亚的3年中，他开始使用“列宁”这个化名，写出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并与另
一位革命者克鲁普斯卡娅结了婚。
　　1900年2月，列宁在西伯利亚的流放结束，回到彼得堡后不久转赴西欧，在德国创办了第一张俄国
社会民主工党的机关报《火星报》。
1903年7月30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布鲁塞尔召开代表大会，会上形成了以列宁为核心的布尔什维克
，布尔什维克的意思是多数派。
布尔什维克及其思想体系的产生，标志着列宁主义的形成。
　　1905年11月，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发后，列宁回到祖国直接领导革命，并提出了无产阶级政
党在民主革命中的策略。
12月，莫斯科武装起义失败，列宁又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第二次流亡生活。
在此期间，他写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等一系列著作，使马克
思主义得到了全面的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宁又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阐明了社会主义可以
在一国或数国首先胜利的理论。
1917年3月，沙皇政府被推翻。
听到沙皇垮台的消息以后，列宁立即返回俄国，积极准备发动武装起义。
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人民终于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这一伟大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纪元。
　　革命胜利后，列宁当选为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主席，他领导人民粉碎了帝国主义的三次武装进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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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叛乱，使苏俄的经济建设逐步走上了正轨。
　　列宁于1870年俄历4月10日(公历22日)出生在伏尔加河岸的辛比尔斯克城，即现在的乌里扬诺夫斯
克。
列宁的父亲伊里亚尼古拉也维奇乌里扬诺夫是一位具有民主进步观点的中学教师，后来成为辛比尔斯
克省国民教育厅的视察员，因多年从事国民教育的劳绩，晋升为省国民教育总监，并曾获得贵族称号
。
列宁的母亲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是一位医生的女儿，结婚前住在农村，虽然只受过家庭教育，但由
于她勤奋好学，后来仍然通过考试获得小学教师的称号。
她读过许多书，并擅长外语和音乐。
她十分关心孩子们的学习和品德教育，终日为他们操劳。
乌里扬诺夫一家有六个孩子。
列宁的哥哥叫亚历山大，姐姐是安娜。
妹妹奥里娅。
弟弟德米特里，最小的妹妹叫玛丽娅。
　　聪明活泼的列宁从五岁就开始学习文化，九岁进入辛比尔斯克中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因
品学兼优曾获得金质奖章。
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曾是喀山大学的优等生，民意党人青年小组的成员。
1887年3月13日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因参与谋刺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而被捕。
同年5月20日被杀密。
受到极大震惊的列宁从血的教训中增强了与沙皇专制制度作斗争的决心，并坚定地说：“我们不走这
条路”。
17岁的列宁已在探索着一条与沙皇专制制度作斗争的新的道路。
1887年6月底，列宁全家迁居喀山，秋天他进了喀山大学法律系学习，入学不久，他因反对大学里的警
察制度而被开除，并被禁止在喀山居住。
一年后列宁回到喀山，在那里参加了当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开始研究《资本论》。
1889年5月，列宁全家迁往萨马拉城。
1891年21岁的列宁以校外生的资格通过了波得堡大学的毕业考试。
并被授予优等生毕业文凭。
在萨马拉城，列宁组织了当地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并写了最早的一篇论文：《农民生活中新的经
济变动》。
1893年8月，列宁移居彼得堡(现列宁格勒城)。
从此，揭开他革命生涯中新的篇章。
　　列宁是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缔造者。
世界历史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俄国是各种矛盾的集合点，要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
任务并进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任务，就必须有马克思主义武装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
列宁很早就说过：“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的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
”这成了他孜孜以求的目标。
为此他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的实践相结合，为建设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而斗争。
1895年秋，在列宁的领导下，彼得堡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小组联合成了一个统一的政治组织，并命名为
“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
这个斗争协会是以群众性工人运动为基础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萌芽。
它只活动了不长的一段时间，以列宁为首的一批骨干就被逮捕了，列宁先是被监禁，后被流放西伯利
亚。
在流放期间列宁总结了该协会的斗争经验，用以指导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设工作。
1898年3月初，当列宁还在流放地时，俄国的一批社会主义者就召开了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宣告了俄
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
以列宁为首的流放者集会宣布加入社会民主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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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一大”并没有把党真正建立起以来。
在委员会中经济派占据了优势，一大后，组织上更加涣散、政治上更加动摇、思想上更加混乱，经济
派成为建党的主要障碍。
1900年列宁创办的《火星报》和1901-1902年期间他写的《怎么办》一书，粉碎了经济主义。
1903年7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党纲和党章。
在讨论党章时，党内产生了尖锐分歧。
诞生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和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孟什维克。
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推行的机会主义组织路线和策略路线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
。
　　1905年俄国革命爆发后，在列宁的领导下召开了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制定了布尔什维克在这次
革命中的策略。
在革命日益走向高潮的11月上旬，列宁从国外回到了彼得堡，以加强对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和彼得
堡委员会的领导工作。
在斗争紧张工作繁忙的日子里，列宁还十分关注党中央的机关报《新生活报》的编辑出版工作。
他参加该报编辑部的会议并撰写文章，宣传党的策略思想。
使这份报纸在党的生活和革命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1905年12月当莫斯科工人举行武装起义时，列宁赞扬了工人们的壮举，并号召彼得堡的工人支援他们
的斗争。
莫斯科工人起义失败后，列宁又及时帮助他们总结了经验教训，鼓舞他们的斗志。
1906到1907年列宁仍在国内坚持斗争直到1907年的12月才被迫离开俄国。
　　1917年二月革命后，列宁结束了长期的流亡生活于4月3日（公历4月16日）回到了俄国。
针对俄国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在著名的“四月提纲”中，为党和无产阶级制定了从资产阶级民主革
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和革命和平发展的策略路线，接着，他在布尔什维克党第七次代表会议
上所作的报告中又进一步发挥了“四月提纲”中的原理，从4月到7月90天的时间里，列宁一面领导中
央委员会的工作，一面直接指导《真理报》编辑部的工作。
先后写了150多篇文章和几本小册子，宣传布尔什维克党的策略方针，从而武装了布尔什维克，增强了
他们对革命的必胜的信念。
　　列宁是十月武装起义方针的制定者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领导者，1917年7月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
和平示威的镇压和接踵而来的对布尔什维克的打击，使俄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改变，“七月事变
”打破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革命和平发展的前途已经断绝。
列宁也被迫转入地下，在拉兹里夫湖畔的草棚里，继续指导着革命斗争并撰写《国家与革命》一书
，8月9日列宁离开俄国到达芬兰，继续完成了《国家与革命》的写作，并关注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
。
科尔尼洛夫叛乱的迅速被粉碎，使国内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布尔什维克的威信大为提高，
很快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苏维埃中占据了优势。
列宁分析了新的革命形势，在9月12日到14日给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彼得格勒委员会和莫斯科委员
会写的两封指示信里，明确提出了通过起义把政权转归苏维埃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新方针。
为了便于加强领导，10月7日列宁从芬兰秘密回到彼得格勒。
他起草了由党中央全会通过的武装起义的决议，并指导了起义的准备工作。
10月24日夜间列宁到了斯莫尔尼宫，亲自担负起指导起义的重任。
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革命工人、兵士和水兵执行了起义的战斗命令。
深夜攻下了冬宫，宣告临时政府已被推翻，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从此，开始了社会主义的新纪
元。
　　列宁不仅胜利地领导了俄国革命，而且指导和鼓舞了当时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在他的倡议
下创建了共产国际，他亲自主持了共产国际的成立大会，领导了二、三、四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从二
大起任执行委员。
　　列宁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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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的理论第一次在一个农业占优势的落后国家里
变为现实。
在这样的国度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新课题。
苏维埃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为发挥人民群众的才智，建设社会主义 开辟了巨大的可能性，以列宁为首
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战，打败了资本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镇压了白卫匪帮的叛
乱，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并及时总结了经验教训，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并制定了适
合俄国国情和符合经济规律的新经济政策。
列宁坚信俄国有一切必要的和足够的条件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在他的领导下，拟定了纲领性的俄罗斯电气化计划，提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以奠定社会主义
的物质基础；拟定了通过农业合作社和农业机械化以改造分散的小生产者，并吸引他们参加社会主义
建设的计划。
列宁高度重视文化教育工作，他把发展文化教育，进行文化建设计划时代的主要任务。
他强调说：“在一个文盲的国家内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
列宁所说的文化建设包括扫除文盲、普及文化知识，提高文化水平，造就经济建设及其他方面的专门
人材。
提倡共产主义道德风尚，改变愚昧不文明等广泛的任务。
在经济文化建设中，列宁经常提醒党的组织和干部要充分发挥教师和专家的作用，检查在使用和团结
专家方面存在的问题。
　　列宁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克服官僚主义的积极倡导者。
他对苏维埃国家机构中的拖拉作风、文犊主义深恶病绝，认为它是阻碍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敌人”
之一。
列宁是改革国家机关的推动者，在他看来，要有效地克服官僚它义，就必须改革国家机关，使其密切
地联系群众，选拔优秀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到重要的经济岗位上去，还要建立起明确的职责和民
主检查、监督制度，对于因官僚主义造成重大损失者，应分别情况给以处分，而克服官僚主义的根本
途径是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程度。
　　列宁极端厌恶个人崇拜。
他认为工人领袖不是天使，不是圣人，而是普通人。
他坚信：“千百万创造者的智慧，却会创造出一种比最伟大的天才预见都还要高明得多的东西。
”列宁十分谦逊质朴、极端关心党的事业，模范地遵守党的集体领导原则，经常作自我批评，随时注
意倾听群众的意见，一向反对突出他个人。
他多次拒绝艺术家为他绘制和塑造肖像，也反对人们为他祝寿。
1920年4月23日，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为列宁五十寿辰举行了晚会，他故意推迟到晚会快结束时才到
场，他在答词中首先表示“感谢你们使我没有听祝寿演说⋯⋯让我们今后根本免去这种祝贺仪式”。
歌功颂德的陋习是和列宁格格不入的，他语重心长地说：“一些政党在它失败和衰落之前，往往会骄
傲自大”，“我希望我们无论如何不要使我们的党落到骄傲自大的地步”。
　　列宁是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革命事业的无产阶级的领袖，他不知疲倦的和长期紧张的政治活动
，以及社会革命党暗杀造成的创伤，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从1922年上半年起，便身患重病。
1924年1月21日，便与世长辞了。
他的逝世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最沉痛的损失。
他为人类做出的杰出贡献永垂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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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说明1908-1916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1908年4月3日[16日]以前）向报告人提十个问题（1908年5月15
日[28日]以前）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对一种反动哲学的批判）（节选）  （1908年2-10月）  第一
版序言  第二版序言  代绪论  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在1908年和某些唯心主义者在1710年是怎样驳斥唯
物主义的  第一章  经验批判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一）    1.感觉和感觉的复合    2."世
界要素的发现"    3.原则同格和"素朴实在论"  第二章  经验批判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二)    1.“自在之物”或维·切尔诺夫对弗·恩格斯的驳斥    4.有没有客观真理？
    5.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或论亚·波格丹诺夫发现的恩格斯的折中主义    6.认识论中的实践标准  第三
章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经验批判主义的认识论(三)    1.什么是物质?什么是经验?    2.普列汉诺夫对"
经验"概念的错误理解    3.自然界中的因果性和必然性    4.“思维经济原则”和“世界的统一性”问题   
5.空间和时间    6.自由和必然  第四章  作为经验批判主义的战友和继承者的哲学唯心主义者    1.从左边
和右边对康德主义的批判    5.亚·波格丹诺夫的“经验一元论”    7.对杜林的两种批判   第五章  最近的
自然科学革命和哲学唯心主义     1.现代物理学的危机    2.“物质消失了”    3.没有物质的运动可以想象
吗?    8.“物理学”唯心主义的实质和意义  第六章  经验批判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2.波格丹诺夫怎样修
正和“发展”马克思的学说    4.哲学上的党派和哲学上的无头脑者  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1908年9月11日[24日]）  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    （1909年5月13日[26日]）  取消取消主义（1909
年7月11日[24日]）  ⋯⋯  第二版序言  第一章  社会主义的原则和1914年-1915年的战争  第二章  俄国的
阶级和政党  第三章  重建国际  第四章  俄国主会主义党分裂的历史及其现状  注释  人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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