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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简单说明”到系统“灌输”：
列宁“灌输论”形成分析

赵  冶

[摘  要 ]“灌输论”经由列宁系统阐发后，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第一

个体系完备的思想政治教育学说，也是马克思主义最基础的思想政治教育学

说。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思想，为后来的“灌

输论”奠定了理论基础。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过程中，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怎样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作出了进一步思考。列宁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考经

历过一次转变才最终形成今天我们所熟知的“灌输论”，即强调从工人自发

的经济斗争外部系统灌输社会主义意识和理论，强化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保

障作用，突出职业革命家的领导作用。这一转变，是列宁更为准确了解俄国

无产阶级运动、更加深刻理解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结果。

[ 关键词 ] 列宁  灌输论  思想政治教育

[ 中图分类号 ]G641    [ 文献标识码 ]A

[ 作者简介 ] 赵冶，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天津  300350）。

列宁的“灌输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关于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第一个具有完备形态的

理论学说，对俄国和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在领导俄国革命的过

程中，列宁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考，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基础上，经历了一个明显的

转变过程。“灌输论”的形成和系统阐发，标志着列宁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重要转变，也标志着

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思想由理论规定向实践形态的重大发展。深入分

析 “灌输论”的形成过程，对于我们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基本原理及其实际运用，

把握列宁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贡献：奠定理论基础

学界的一个基本共识是，尽管列宁系统阐发了“灌输论”，但他绝不是最早使用“灌输”一词

[ 基金项目 ]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专项一般项目“‘以人民为中心’的人生观教育研究”（TJSZZX17-019）
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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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早在 1839 年就已经使用“灌输”一词，[1](P54)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所直接引述黑格尔的话中也出现过这一词，他们此后在批判以往的宗教教育、道德教育时断断续续

地使用过这一概念。当然，马克思、恩格斯从未围绕这一概念进行深入探讨，并且他们对其指代的

内容是持否定态度的。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对“灌输”概念的使用不是“灌输论”的理论源头。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每一占统治地位或者力图占据统治地位的阶

级，都会不遗余力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将自己的特殊利益说成是全人类的普遍利益。这种教育无

论是以神谕面目出现，还是剥除了一切神秘外衣，它们用以教育民众的，都是外在于民众而由少数

人“设计”出来的思想内容。它们既不是广大民众自身利益的观念表达，也不是大多数人的内在需

要，只是统治阶级利益的虚幻呈现，只能借助强制“灌输”才能被接受。

在揭露以往意识形态及其教育秘密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阐明了共产主义自身对待阶级教

育的基本态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具有

科学性，指出它不是少数思想家臆想出来的思想体系，而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

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2](P45) 是无产阶级现实运动的观念呈现，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条件、

进程和一般结果等的理论总结。因此，科学社会主义不是外在于无产阶级运动的他物，而是无产阶

级阶级意识的真实表达，是“真正的哲学”[3](P220) 和“实践的意识”。[4](P534) 这是它与旧有的意识形

态的根本区别，也是后来“灌输论”之所以可能的重要理论基础。

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强调了无产阶级政党在其中的责任与自觉。并非所有的无产阶

级成员一开始都能意识到自身的真实利益，科学社会主义作为系统的理论表达，更非广大没有受过

系统教育的工人能够轻易理解的，由此就产生了理论武装工人的需要。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无产阶级

的先锋队，他们不是与整个社会绝大多数人根本对立、凌驾于其他人之上的剥削者，而是绝大多数

人利益的代表，除了无产阶级自身的解放乃至全人类的解放外，他们没有任何其他特殊的利益。因

此，他们在现实运动中承担起了教育工人以启发其觉悟的职责。他们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

“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2](P44) 他们用以教育工人的，正是上述作

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真实状况理论表达的科学社会主义。在此，马克思、恩格斯主要对科学社会主

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必要性以及共产党人在其中的作用角色作出了基本规定，为后来“灌输论”

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此后，考茨基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从正面意义上使用过“灌输”一词，强调科学社会主义作

为一种理论，是被“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更为重要的是，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

不仅提出了社会主义要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思想，而且也论述了科学社会主义何以可能与工人运动

相结合，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正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奠定了列宁“灌输论”的理论基础。

不过，考茨基并没有对此进行更加深入、系统的探讨，“灌输论”的系统阐发直到列宁时才完

成。而列宁也并非从领导革命伊始就围绕这一主题形成了系统的思想体系，而是在实践过程中逐步

形成成熟思考，事实上有一个思想转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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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列宁早期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考：相信理论本身的魅力和工人阶
级理论自觉

19 世纪下半叶，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俄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开始行

动起来。但直到 19 世纪末，俄国工人运动仍以争取经济条件的改善为主要诉求，无论在规模上还

是在组织程度上，总体水平仍然不高。在思想文化领域，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民粹主义思潮，

马克思主义尽管已经开始在俄国传播，但仅仅局限于知识分子中间。俄国革命呈现出来的总体面貌

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仍处于相互隔离状态，工人运动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正如列宁

分析指出的，“我国社会主义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一直脱离工人同资本家的斗争，脱离工人的罢

工等等。一方面，这是因为社会党人不了解马克思的理论，认为它不适用于俄国；另一方面，是因

为俄国工人运动还完全处于萌芽状态。”[5](P213)

有鉴于此，列宁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任务是提高俄国工人的“阶级自觉”，使工人运动逐

步摆脱“萌芽状态”，即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赋予工人运动以政治属性，使工人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

去开展斗争。此时，列宁充分相信理论本身的魅力和工人阶级的理论自觉，认为通过运用科学理论

帮助工人阶级分析俄国的现实及其自身的实际处境，“使全体工人都认识到工人自己作为一个阶级

的利益，并且用团结一致的力量来反击政府和厂主”，[6](P355) 就能逐步唤起工人的阶级意识和阶级自觉。

之所以会有此认识，首先，就理论本身而言，列宁强调，科学社会主义作为工人阶级争取自身

解放的理论武器，其力量绝不像俄国民粹派所认为的那样在于描绘“未来的远景”，而在于分析现实，

“科学社会主义其实从未描绘过任何未来的远景，它仅限于分析现代资产阶级制度，研究资本主义

社会组织的发展趋势”。[7](P51) 具体而言，就是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具体细致地考察俄国一切

隐蔽而模糊的斗争形式和剥削形式，将个体在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内的活动归结上升为阶级活动的具

体表现，进而指出俄国工人运动的出路在于阶级斗争。其次，在依靠力量上，列宁指出俄国社会民

主工党已经找到了“新的社会力量”。民粹派过去一度将俄国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农民身上，先后开

展了一系列的教育活动但都以失败告终。普列汉诺夫等人在转向马克思主义立场后，才明白社会主

义革命的主要担当者应是工人，由衷感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使我们完全懂得了，为什么革

命宣传在工人中比在农民中取得的效果要大得多，马克思的理论给了我们一把利剑。”[8](P355) 列宁

进一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俄国社会力量的配置”[7](P27) 进行分析，指出工人阶级才是真正“新

的社会力量”，[7](P57) 革命的出路在于工人阶级领导的阶级斗争，因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也应该

放在工人阶级身上。再次，针对俄国复杂的斗争状况，“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

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9](P426) 

列宁认为，只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从这一角度对俄国现实中的种种问题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人

民能够在实际生活中验证这一理论解释的科学性，就能提高工人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程度，促

进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增长和反抗意识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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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原因，列宁当时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只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提供的立场、观点、方法，“简

单地向他们说明他们的地位，说明压迫他们的那个体系的政治经济制度，说明阶级对抗在这个体系下

的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7](P80) 就能够使无产阶级成为争取解放的唯一战士，实现自己的革命作用。

当然，为了避免工人力量的无谓消耗，提高工人阶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列宁强调了工人阶级

内部的思想建设。他一方面指出必须教育工人认识到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根本区别，批判部分革

命者仍旧“力图把民主主义任务当做全部纲领和全部革命活动的基础”[7](P140) 的错误观点，主张通

过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澄清思想误区，以推动工人运动走向“彻底的民主主义”即社会主义；另一方

面要求教育工人在斗争中遵守革命纪律，从而巩固各团体间的相互联系并协调行动，以保证工人阶

级作为一支现实的力量朝着他们真正的“任务和目的”而前进。

整体而言，初登政治舞台的列宁，基于对资本主义在俄国已经普遍发展起来现实的判断，认为

俄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已经无法调和，强调革命的未来在于工人阶级。而马克思主义理论

内在地契合于工人阶级的思想，工人阶级天然地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因此，只需要对无产阶级中存

在的关于俄国社会现实的种种疑问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使工人能够真切体会到马克思主义的科

学性和生命力，就能“启迪工人的思想，把隐约的和模糊的不满变成自觉的反抗，把零星的无意义

的小骚动变成争取全体劳动者解放的有组织的阶级斗争”，[10](P295) 工人阶级就会在资本主义发展的

现实环境中自然而然地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自觉地作为一个阶级整体进行斗争，革命运动就

会水到渠成地沿着社会主义的“河床”前进。这一时期，列宁较为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科学

性、革命性以及对现实强大的解释力，并对工人阶级的理论自觉充满信心，他所理解的思想政治教

育的理想状况就是运用科学理论来说明现实，以此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相结合。

三、列宁的系统阐发：“灌输论”形成

到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国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日俄战争战败和农

村大规模饥荒的三重危机之下，俄国国内各种矛盾日益激烈，群众运动风起云涌，革命形势一日千

里。然而，与此明显不相适应的是，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建设“不仅落后于工人运动的增长，并且落

后于人民各阶层中的一般民主主义运动的增长”，[7](P408) 始终处于一种混乱、瓦解和动摇的状态中。

俄国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于 1898 年诞生不久就濒于崩溃，经济派占据了党内实际领导地位，他们

在理论方面以“批评自由”的名义来排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实践方面只满足于日常经济斗

争，认为在工人中进行革命理论的宣传是“夸大思想的作用”，认为革命政党对工人运动实行积极

的引导是“夸大自觉成分作用”，进而否认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否认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作用，

这种状况严重阻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的结合。

1900 年列宁目睹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由于当时无产阶级政党的混乱无力而处处受阻，自发的

工人运动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控制而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对俄国革命的现实深感失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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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1903 年期间，列宁坚持认为，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危机，不是阶级辜负政党，相反，是政

党辜负阶级。”[11](P31) 他认为危机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革命家无论在自己的‘理论’或自己的

活动中，都落后于这个高潮，没有建立起一种连续不断的、前后相承的、能够领导全部运动的组 

织。”[7](P339) 列宁在对前一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进行重新审视后，意识到之前过高地估计了工人阶

级的理论自觉，进而强调“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7](P311) 必须将社会主义意识

从经济斗争的外面灌输给工人，而且只有建立起坚强的党组织，才能将革命运动由自发状态提升到

自觉状态。由此，列宁为党与工人运动的结合找到了一个着力点，为党对工人运动的积极引导提供

了重要理论依据，他就此阐发的“灌输论”成为无产阶级政治教育最基本的理论原则。

具体而言，列宁基于对俄国工人运动现实的深刻把握，集中批判了经济派主张的理论前提——

工人运动能够自发产生社会主义意识，这一理论前提正是阻碍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

理论陷阱。第一，就科学理论与工人阶级的内在关系而言，社会主义意识的产生是无产阶级运动发

展的必然结果，但绝不意味着工人仅仅由于其自身阶级所属就天然地具备这种意识，它恰恰是理论

与运动相结合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说明，科学社会主义是现实运动的一般概括和理论总

结，但是一般的工人群众难以从理论方面“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2](P44) 只

有那些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并且“已经提高到能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 

家”[2](P41) 才能够阐发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列宁同样强调指出，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实际产生过

程来看，恰恰是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这一科学学说，工人具有反抗资产阶

级、争取自身解放的诉求，但单靠工人自身，无法实现二者的结合。第二，从俄国工人阶级思想意

识的现实水平来看，外部灌输有着现实必要性。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阐发，是

基于对英、法等“现代各国”资本主义发展和工人运动实际情况的分析，即便是德国也被认为并不

具备“应有的前提和基础”。[4](P13) 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尚未达到欧洲发达国家水平，工人阶级的总

体力量并不强大，工人运动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列宁认为，受时代环境、生活条件、知识水平等

限制，俄国工人阶级暂时无法从社会形态和阶级根源上认识自身受剥削和压迫的根本原因，他们的

反抗意识只能达到在现有社会形态、政治制度范围内争取对自身处境改善的程度，俄国工人阶级“单

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7](P317) 必须从外部进行理论灌输。第三，由于资

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已经日益简单和尖锐，思想文化领域相应地形成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针锋相对的状态，“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

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7](P326) 而在二者的对立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意

识形态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7](P328) 如果不

加以引导，工人运动更容易受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故而必须坚持把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从外

部灌输到工人运动中来，否则就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忽视，就意味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加强。

需要说明的是，列宁阐释的“从外部灌输”是针对工人自发的经济斗争而言，指的是从工厂和

工业生产的外面、从经济派所崇尚的单纯争取生产生活条件改善的经济斗争外面、从自发的工人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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