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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早期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及其后果进行了分
析。其现代性维度对于我们审视当代世界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和当代中国的发展都有很大启
示和价值。 
 [关键词]   《共产党宣言》；   资本主义；   现代性；   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   A122/48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62（2008）0
7-0015-02
160年前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深刻地影响了近现代世界和中国的历史
进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留下的数量庞大的作品中，对中国持续产生最大影响力的，就是
这部篇幅短小的巨著。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库存中，至今仍在给我们提供智慧的，也首推
《宣言》。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论述中，《宣言》已经成为一种马克思主义或科学社会主
义的话语表达形式，正如江泽民所说，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就一定要看到《宣言》发表
一百五十多年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发生的重大变化……。（《江泽民文选》第3
卷，第339页）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
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
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对于《宣言》的基本思想及其对中国革命和
建设所提供的启示，我们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解读，例如毛泽东从《宣言》中
读出了阶级斗争的精神；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也突出强调了《宣言》中关于阶
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邓小平则从《宣言》中看出了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并且
从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中看到向资产阶级学习发展生产力的手段的必要性。 
《宣言》的当代价值仍然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探讨《宣言》的当代价值，当然不能离开
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宣言》时的具体历史情境，冈内尔认为原著阐释者的任务首先是要确
定“它的作者在他的时代为他的读者写作的时候实际上想表达些什么”，“搞清楚作者本
人复杂的意愿。”（冈内尔：《政治理论：传统与阐释》，王小山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
88年版，第101页）同时，正如俄国作家赫尔岑说过的那句名言：我们每次都把新走过的
道路的全部经验补充到对过去历史的理解之中。把《宣言》发表160年来人类社会发展的
经验补充到对这部历史经典的理解之中，我们总会不断获得新的启示。 
《宣言》以尚处于资本主义工业化早期阶段的欧洲为写作的社会舞台。早期的资本主义既
展现了令人惊叹的创造力，又已经相当程度地暴露了它令人恐惧的破坏力。《宣言》正是
表达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这种独特体验，《宣言》凸显了资本主义现代性
的矛盾本性。 
《宣言》以一种甚至连资产阶级自己都没有的热情，不吝篇幅赞扬了资产阶级取得的政
治、经济、文化和科技成就：“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
“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
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
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4，275，277页）资产阶级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巨
大革命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创立了现代的工业和交通体系，推进了城市化和先进文明的传
播，打破了延缓或妨碍发展的经济和政治障碍，形成了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新的发展机



制，等等。这些赞誉之词，使得资产阶级自己对自身的辩护都显得苍白无力。 
但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体验是一种资产阶级及其辩护士所不愿清醒面对的
“辩证”体验：资本主义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却使得人除了“冷酷无情”、“赤裸
裸”和“利己主义打算”之外一无所有；资本主义席卷了全球，建构了世界市场，却将
“没有良心”的贸易竞争带到了各个角落；资本主义给予每个人以最大的能动性，可也把
他们变成受抑于市场和资本冲动的畸形主体；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
东西都被亵渎了。1856年马克思在伦敦举行的《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讲中，再次表
达了他对充满了矛盾的现代生活的基本体验：“这里有一件可以作为我们19世纪特征的伟
大事实，一件任何政党都不敢否认的事实。一方面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
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退的征兆，这种衰退远远超过罗马
帝国末期那一切载诸史册的可怕情景。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
反面。”机器创造了神奇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疲劳，不断涌现的财富源泉却不可思议地变
成贫困的根源，技术不断进步却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人类愈益控制自然反而使个人愈益
成为别人的奴隶。“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
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774—7
75页）总之，资本主义现代性显示的是现代社会的物化或异化对前现代的毁灭，也必将导
致资本主义自身的毁灭，而被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所代替。 
每一文本都有其特殊的现实针对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分析的是早期资本主义的
现代性及其后果，但《宣言》的现代性维度对于我们审视当代世界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和当
代中国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启示和价值。美国学者马泰·卡林内斯库把现代性（他称之为“资
产阶级文明的现代性”）定义为一种对历史发展进步的信仰，其理想包括了理性、实用、
科学、进步等观念；同时，他认为还有一种现代性，是对上一种现代性的反动，表现为工
业文明的危机和人类对它的反抗。（参见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
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马歇尔·伯曼以《宣言》中的一句话“一切等级的
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为题的著作，则把现代性的核心思想表述为“以浮士德精神
为象征的发展的观念”。（参见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
体验》，徐大建、张辑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马克思在160年前体验的现代性及其后
果，在当今世界不仅没有被消解，而且暴露得更加充分。现代性既带来了人类生产力的巨
大进步，又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灾难；既带来了理性秩序对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也带来了
功利主义的膨胀和唯GDP的发展观；既带来了货币与法律程序上的人人平等，又带来了两
极分化；既带来了人类主义的觉醒，又带来了民族矛盾与冲突，等等。由此而引发的环境
危机、资源危机、人口危机、贫富鸿沟、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等，对人类的生存与发
展构成严重威胁。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等著作中所憧憬的共产主义愿景就是要克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
内在矛盾和冲突，在解放和全面发展人自身的同时又能充分释放现代生产力。对于处于现
代化（同时也是建构现代性）阶段的中国来说，工业文明的隐患、技术理性的统治以及功
利主义的膨胀已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而日益凸现。要协调现代性生成过程中的内在矛
盾，避免“现代性悖论”在中国演绎，就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切实落
实科学发展观，努力实现人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以创造出有别于西方现代性的、更
加合理的新型的“中国现代性”。这是把我们今天实践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新经
验补充到对《共产党宣言》的理解之中，可以得出的一个重要启示。 
(本文作者：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于朝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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