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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在用单行本出版的《卡尔·马克思》一文，是我在1913年（根据我的记忆）为格拉纳特词典写的。
原来文末附有相当详细的、多半是外文的、论述马克思的书目。
这个书目没有编进本版。
其次，词典编辑部考虑到书报检查，又把本文结尾阐述马克思的革命策略的部分删去了。
可惜在这里我无法把结尾部分再加进去，因为原稿留在克拉科夫或瑞士我的某些文稿中。
我只记得，在文章的结尾部分，我还引用了1856年4月16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的两句话：“德国的
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
如果那样就太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孟什维克从1905年起就没有能理解的地方，而现在，他们已完全背叛社会主义而投到
资产阶级方面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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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
　　《列宁专题文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点项目，旨在为广大干部群众提供学习
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的读本。
经中共中央批准，这部文集的编辑工作由中央编译局组织实施。

　　《列宁专题文集》分五个专题，编为五卷。
本书为《论马克思主义》。
文集精选了列宁各个时期的重要著作、文章、报告、笔记和书信，既注重反映列宁毕生坚持和发展马
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成果以及对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又着眼于适应干
部群众学习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际需要。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
　　本卷收入列宁著作19篇，相关重要论述26条。
在这些著作和论述中，列宁运用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批判了俄国民粹派经济学家的错误
观点；总结了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历程；阐释了关于社会分工、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及其实现剩余价
值的条件、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建立的过程和条件等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有关的重大理论问题。

　　本丛书还有《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段政党》、《列宁专题
文集—论辩证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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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
　序言
　马克思的学说
　　哲学唯物主义
　　辩证法
　　唯物主义历史观
　　阶级斗争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价值
　　剩余价值
　社会主义
　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
　书目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5年9月7日[19日]以后)
　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1913年3月1日[14日])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年3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1913年底)
　　一 概述
　在马克思恩格斯纪念碑揭幕典礼上的讲话(1918年11月7日)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1899年8月)
　我们的纲领(不早于1899年10月)
　游击战争(节选)(1906年9月30日[10月13日])
　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1907年2月5日[18日])
　《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　本序
言(1907年4月6日[19日])
　　对社会民主党内的知识分子机会主义派的经典评价
　反对抵制(节选)(1907年6月26日[7月9日])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1908年4月3日[16日]以前)
　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1910年12月23日[1911年1月5日])
　致伊?费?阿尔曼德(节选)(1916年11月30日)
　论策略书(节选)(1917年4月8日和13日[21日和26日]之间)
　　第一封信 对形势的估计
　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
　　第一版序言
　　第二版序言
　　第一章 阶级社会和国家
　　　1．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2．特殊的武装队伍，监狱等等
　　　3．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
　　　4．国家“自行消亡”和暴力革命
　　第二章 国家与革命。
1848—1851年的经验
　　　1．革命的前夜
　　　2．革命的总结
　　　3．1852年马克思对问题的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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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国家与革命。
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
马克思的分析
　　　1．公社战士这次尝试的英雄主义何在？

　　　2．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呢？

　　　3．取消议会制
　　　4．组织起民族的统一
　　　5．消灭寄生物——国家
　　第四章 续前。
恩格斯的补充说明
　　　1．《住宅问题》
　　　2．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
　　　3．给倍倍尔的信
　　　4．对爱尔福特纲领草案的批判
　　　5．1891年为马克思的《内战》所写的导言
　　　6．恩格斯论民主的消除
　　第五章 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
　　　1．马克思如何提出问题
　　　2．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
　　　3．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
　　　4．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被机会主义者庸俗化
　　　1．普列汉诺夫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
　　　2．考茨基与机会主义者的论战
　　　3．考茨基与潘涅库克的论战
　第一版跋
　《共产主义》(1920年6月12日)
　重要论述摘编
　注释
　人名索引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节选)(1895年底一1899年1月)
　　第二版序言
　　第一章 民粹派经济学家的理论错误
　　　一 社会分工
　　　二 工业人口增加，农业人口减少
　　　三 小生产者的破产
　　　四 民粹派关于额外价值不可能实现的理论
　　　五 亚?斯密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总产品的生产和流通的观点以及马克思对这些观点的批判
　　　六 马克思的实现论
　　　七 国民收入论
　　　八 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必须有国外市场？

　　　九 第一章的结论
　　第八章 国内市场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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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资本主义的“使命”
　危机的教训(1901年8月)
　对欧洲和俄国的土地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观点(1903年2月)
　　讲演提纲
　　第一讲的提要　
　　　一般理论
　　　关于资本主义农业的统治
　世界政治中的易燃物(1908年7月23日[8月5日])
　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1910年12月16日[29日])
　两种乌托邦(1912年10月5日[18日]以前)
　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化(1912年11月30日[12月13日])
　亚洲的觉醒(1913年5月7日[20日])
　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1913年5月10日[23日])
　资本主义和工人移民(1913年10月29日[11月11日])
　关于无产阶级和战争的报告(节选)(1914年10月1日[14日])报道
　打着别人的旗帜(节选)(1915年1月以后)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1—6月)
　　序言
　　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
　　　一 生产集中和垄断
　　　二 银行和银行的新作用
　　　三 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
　　　四 资本输出
　　　五 资本家同盟瓜分世界
　　　六 大国瓜分世界
　　　七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
　　　八 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
　　　九 对帝国主义的批评
　　　十 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
　大难临头，出路何在？
(节选)(1917年9月10—14日
　　[23—27日])
　　监督办法是众所周知和轻而易举的
　　银行国有化
　　辛迪加国有化
　　取消商业秘密
　　强迫参加联合组织
　　害怕走向社会主义能不能前进？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节选)(1918年10—11月)
　　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
　答美国记者问(1919年7月20日)
　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1920年6月5日)
　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1920年7月19日)
　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1920年7月26日)
　重要论述摘编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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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名索引
　插 图
　　弗?伊?列宁(1897年)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几种较早中译本和收载这一著作的
　　1942年解放社版《列宁选集》第1卷的封面
　　舒申斯克村。
列宁在此流放期间完成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写作
　　1924年12月20日《新青年》季刊第4号封面和该刊所载列宁《亚洲的觉醒》和《落后的欧洲和先进
的亚洲》两文的中译文
　　1916年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手稿第1页
　　周恩来读过的列宁著作
　　1925—1949年我国出版的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部分中译本
　　列宁同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东方各国代表在一起(1920年7月)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会上作报告(1920年7月19日)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
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段政党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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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商品是这样一种物，一方面，它能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另一方面，它能用来交换别种物。
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
交换价值（或简称价值）首先是一定量的一种使用价值同一定量的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关系或比
例。
每天的经验都向我们表明，这种亿万次的交换，总是使各种极不相同的互相不可比的使用价值趋于彼
此相等。
这些在一定社会关系体系内总是可以彼此相等的不同物之间，究竟有什么共同的东西呢？
它们之间的共同的东西，就是它们都是劳动产品。
人们通过交换产品，使各种极不相同的劳动彼此相等。
商品生产是一种社会关系体系，在这种社会关系体系中，各个生产者制造各种不同的产品（社会分工
），而所有这些产品在交换中彼此相等。
因此，一切商品的共同的东西，并不是某一生产部门的具体劳动，并不是某一种类的劳动，而是抽象
的人类劳动，即一般的人类劳动。
表现在全部商品价值总额中的一个社会的全部劳动力，都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亿万次交换的事实都
证明这一点。
因此，每一单个商品所表现的只是一定份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价值的大小由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或者说，由生产某种商品即某种使用价值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
时间决定。
“人们在交换中使他们的各种产品彼此相等，也就使他们的各种劳动彼此相等。
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
”一位旧经济学家76说过，价值是两个人之间的一种关系。
不过他还应当补充一句：被物的外壳掩盖着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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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是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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