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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恩格斯一生思想发展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对资本主义生命力问题不断进行探索与认知
的历史。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命力问题的探索与认知，大致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历史阶段是 1840年
代初至 1850年代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命力问题的认知同客观现实之间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第二个历
史阶段是 1860年代中期至 1880年代中期，此时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命力问题的认知不断由理想主义向现实
主义发展演变。第三个历史阶段是 1880年代中期至 1890年代中期，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命力问题的认知终
于完全建立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之上。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命力问题探索与认知的历程，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
创始人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精神品格，为我们不断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推向新境界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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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一生思想发展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
说，就是对资本主义生命力问题不断进行探索与
认知的历史。这一历史过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历
史阶段，总的趋势是不断由激进主义、理想主义向
现实主义发展演变，并最终建基在现实主义的基
础之上。对恩格斯资本主义生命力问题理论的发
展演变过程进行梳理和考察，把握其内在规律与
特点，无论对于我们准确理解恩格斯一生思想和
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还是不断推进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

1840年代初至 1850 年代初的 10 年时间，是
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命力问题进行探索与认知的
第一个历史阶段。这一阶段的认知，从总体上看
与客观现实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呈现出鲜明的理
想主义、激进主义特征。

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命力问题的探索与认

知，最初是从英国开始的。1842 年底，恩格斯到
英国经商，居住在英国新兴工业城市曼彻斯特，开
始实地观察和了解英国资本主义社会，很快形成
了自己对资本主义问题的初步看法。当时的英
国，已基本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综合国力大为增
强;经过不断的改革，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制也大
致趋于稳定;由于工业力量强大，开始不断向世界
各地扩张，整个英国处在辉煌的维多利亚时代的
起点上。当然，作为世界上的先发资本主义国家，
它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政治改革相对缓慢，广
大中下层阶级缺乏必要的政治权利; 社会保障制
度没有建立起来，下层劳动阶级缺乏基本的生活
保障等。但是，总的来说，英国社会还是处在不断
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并不能表明
英国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衰朽和就要崩溃。英国当
时的主流社会舆论对英国现状就是这么看的。当
有人说英国会因为各种社会问题而走向革命时，
多数人就会回应道，英国目前尽管存在一定的危
机，但由于它的财富、工业和制度，是完全有能力
不遭受暴力震荡而摆脱出来的; 它的宪法非常灵
活，能够经得起各种原则之争所带来的冲击。他
们还会进一步论证说，即使最下层阶级的人也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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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地知道，革命只会给他带来损失，因为社会安宁
一旦遭到破坏，就会引起商业停滞，随之而来的是
普遍的失业和饥荒［1］407。

不过，年轻的恩格斯从一开始就表达了完全
不同的看法。他在当时写的一系列书信和文章
中，首先断言英国资产阶级已经衰朽和彻底失去
了前进的动力。例如，在《英国状况》一文中他就
这样说道，“令人惊奇的是，英国社会的上层阶
级，即英国人称之为‘有身份的人’、‘上等人’的
那些人，竟是那样的精神萎靡和意志消沉。他们
的全部精力、全部活动、全部内容已经丧失殆
尽”［1］495。在不久后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一书中，他又进一步阐述道: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任
何一个阶级像英国资产阶级那样堕落和不可救
药，再无力前进一步; 在英国资产阶级看来，世界
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
本身也不例外;除了快速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
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不知道还有别的痛
苦［2］476。其次，恩格斯认为日益庞大的无产阶级
成为英国社会永远无法甩掉的包袱。他这样写
道，英国由于自己的工业不但使众多的无财产者
成了自己的负担，而且使其中的一大批失业者也
成了自己的负担;对于英国而言，要摆脱这些人是
不可能的［1］418。最后，恩格斯的结论就是，英国
必然走向危机、革命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他
论证说，如果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很快丧失，那么
无产阶级中的大多数就成为多余的人，他们只有
两条路可走:或者饿死，或者革命。然而，即使英
国保住了自己的工业垄断地位，工厂的数目会持
续增加，那么随着小资产阶级的不断破产和资本
迅速向少数人手里集中，无产阶级的人数也将会
按照几何级数增长，使得整个民族，除了少数百万
富翁外，都成为无产阶级。由此，正在进行的个别
的下层群众反对富人阶级的战争，将会在英国发
展成为全面的和直接的战争，要想和平解决已经
太晚了。阶级分化日益尖锐，愤怒在加剧，不久的
将来，一个小小的推动力就足以引起山崩地裂，
“那时全国都将会响彻战斗的口号: ‘对宫廷宣
战，给茅屋和平’!”［2］498

此时的恩格斯也关注着其他欧洲国家的情

况，并得出了与英国大体相同的结论。他在 1843
年底写的《大陆上社会改革的进展》一文中说道，
欧洲三大文明国家———英国、法国和德国，都已得
出这样的结论: 在财产共有的基础上进行的彻底
社会革命，已经成为急不可待和不可避免的事情。
这一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共产主义不是英国或
任何其他国家特殊状况造成的结果，而是从现代
文明社会的基本前提中得出的必然的结论［1］474。
在当时的欧洲大陆诸国中，恩格斯尤其关注他的
祖国———德国的情况。当时的德国，比起英国甚
至是法国仍然要落后得多，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
工业革命还没有真正开展起来，远远称不上是一
个资本主义国家。但在 1844年 10月致马克思的
一封信中，恩格斯却也得出这样的结论:近几年工
人们已经处于旧文明的最后阶段，他们通过迅速
增多的犯罪、抢劫和凶杀来反对旧制度; 这里的无
产者如果按照英国那样的规律发展，他们很快就
会明白，作为个人和以暴力的手段来反对旧制度
是没有用的，只有通过整体的力量和共产主义的
手段反对它才行［3］19。在之后的文章中，恩格斯
又进一步指出，德国的现状不能不在短时间内引
发一场社会革命，这种革命是用任何发展工商业
的办法都防止不了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实现共产
主义制度［4］597。

这一时期恩格斯之所以对资本主义生命力问
题持十分悲观的态度，与他早已怀有的人道主义
情怀是分不开的。在来到英国之前，恩格斯就成
为一名人道主义者，在到达英国之后，必然侧重于
从人道主义角度去看待英国资本主义问题，看到
的主要是它的消极方面。关于这一点，在恩格斯
1844年初写的《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一文中
就有鲜明的体现。他在文章中对资本主义社会是
这样定性的: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人已经不再
是人的奴隶，而是物的奴隶;现代生意经世界的奴
役是一种普遍的出卖，比封建时代的农奴制更不
合乎人性;因而，它必然要崩溃并让位给更合乎人
性和合乎理性的制度［2］95。

1840年代中期，恩格斯转变成为一名彻底的
共产主义者，开始侧重于从内在特征与运行机制
的角度去看待资本主义社会，但得出的结论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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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制度将因难以克服的弊端而走向崩溃。
在 1845年 2月的一次演说中，恩格斯说道，我们所
处的世界是一个自由竞争的世界，每一个人都在竭
力使自己发财致富而根本不理会别人在干些什么，
这样也就谈不上合理的组织与分工，并且使每个人
都处在对立之中———每个资本家同其他资本家对
立，每个工人同其他工人对立;资本家联合起来反
对所有的工人，工人也要联合起来反对资本家集
团; 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处处是混乱的
生产与经营方式，必定导致最悲惨的结局［4］602。

1840年代后半期，恩格斯又着重从生产力与
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角度去看待资本主义问题，
结论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也不能容纳生产力的
进一步发展了。在 1847年底完成的《共产主义原
理》一文中，恩格斯这样论述道，在资本主义大工
业出现以前，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
人需要的地步，没有发展到私有制成为生产力进
一步发展的桎梏的地步;但是今天，大机器工业的
发展已产生了规模空前的资本和生产力，具备了
在极短的时间内将生产力发展到极高水平的手
段; 这种生产力已经发展到私有制不能容纳和资
本家阶级不能驾驭的程度，从而，废除私有制不仅
成为必要，而且也成为可能了［2］684。这一思想在
1848年初他和马克思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得
到更为系统、明确的表达: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交
换关系，资产主义的所有制关系，仿佛用法术创造
了庞大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本主义社
会，现在再也不能支配自己呼唤出来的魔鬼了。
这个社会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商业太发
达，它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再能促进资本主义
社会的发展，“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
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5］37。

从 1847年开始，欧洲陷入新一轮经济危机，
各国形势出现动荡，并最终酿成了 1848 年革命。
无论经济危机、政治动荡还是人民革命，应该说都
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调整。1848 年革命本质
上就是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客观历史任务是
为欧洲各国尤其是中东欧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扫
清障碍、开辟道路。不过恩格斯和马克思却将此
次危机、动荡和革命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即将崩

溃的征兆，主张尽快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他们
在不同场合下写道，在英国，贵族已不再拥有任何
权力，资产阶级独揽了政权，跟资产阶级对抗的是
团结一心的广大人民群众，他们战胜资本家统治
的日子迫近了［2］696－697。在比利时、美国、法国和
德国等国家，大机器生产使得工人们的生活水平
平均化了，他们现在具有一个共同的利益，那就是
推翻他们的压迫者———资产阶级［2］697。

1848年革命很快就失败了，欧洲随后进入一
个政治稳定与经济繁荣发展的时期。不过，恩格
斯对资本主义生命力问题的看法并没有随之发生
改变，他看到的仍然是革命的征兆。关于德国，他
说道，德国各地的工人和农民都在等着起义的信
号，这次起义一定会使无产者建立起自己的政治
统治，否则就不会平息下去［6］245。关于法国，他断
言，法国人民的绝大多数已经联合起来，一有适当
时机，就将推翻资本家阶级的统治［6］247。英国当
时是政治社会最为稳定的国家，1848 年革命对它
都鲜有波及，但恩格斯针对英国的情况写道，在立
宪君主制的掩护下，它的社会革命的因素比世界
上所有其他国家都得到了发展［7］266。英国政府宣
布将于 1851年在伦敦举行万国工业博览会，恩格
斯和马克思一方面承认这次博览会将集中展示资
本主义工业发展的巨大成就; 但另一方面又强调
说，资产阶级准备庆祝它这个盛大节日的时候，正
是它面临垮台的时候。这次垮台将显著地证明，
它所创造的生产力已完全摆脱它的控制，预言
“或许将来在一次博览会上，资产者不再作为这
种生产力的所有者出现，而仅仅作为这种生产力
的导游者出现”［6］586。

列宁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这一时期的思
想时，曾这样说道: “在 1850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
没有区分民主主义专政和社会主义专政，或者更
确切些说，根本就没有谈到民主主义专政，因为那
时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已经衰老，而社会主义已
经临近。”［7］229显然，列宁的这一概括非常准确地
反映了恩格斯和马克思当时对待资本主义生命力
问题的基本立场。

二

1850年代初至 1860 年代上半期，恩格斯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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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自己的意愿将主要精力放在经商上，较少进行
理论活动，因而对资本主义生命力问题的论述也
较少。从 1860年代中期开始，恩格斯又较多地参
与到指导各国工人运动的实践中，理论活动也随
之多了起来。但一直到 1880年代中期，恩格斯思
想都处在渐进发展的过程中，没有发生剧烈的改
变。因此，我们把这 20年左右的时间看作是恩格
斯对资本主义生命力问题进行探索与认知的第二
个历史阶段。

从宏观和主导的方面看，恩格斯这一阶段对
于资本主义生命力问题的认知较之以前没有太大
的改变，仍然强调资产阶级社会和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正在因为各种危机而走向灭亡。例如，在
1865年 3月致友人朗格的一封信中，恩格斯就指
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创造了以蒸汽机为代表的
现代化大工业，导致大规模的海外殖民和铁路、轮
船的普及，促进了世界贸易的发展，但现在由于不
断出现的商业危机而使其走向解体和灭亡［3］225。
这样一种思想与他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
表达的看法别无二致。进入 1870年代后，恩格斯
的相关论述就更多了。在为其早期著作《德国农
民战争》所作的序言中，恩格斯曾这样谈及英、
法、德等国的资产阶级: 德国资产阶级的不幸就在
于出世太迟了，它兴盛的时期，正是西欧各国资产
阶级在政治上衰败的时期;在英国，资产阶级能把
自己真正的代表送到政府里去，只是由于扩大了
选举权，而这种办法的后果必定是资产阶级统治
的终结;在法国，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进行统
治，只有两年时间，只是由于把自己的政治统治让
给了路易·波拿巴和军队，才得以延长自己的存
在;在欧洲三个最先进国家的相互作用已经无限
增长的条件下，当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在英国和
法国已经衰败的时候，资产阶级要在德国舒舒服
服地 确 立 自 己 的 政 治 统 治，已 经 不 可 能
了［5］207－208。恩格斯这方面最为典型的论述在
1870年代后期出版的《反杜林论》一书中。恩格
斯在书中写道: 现代的大工业，一方面造成了根本
要求是彻底消灭阶级的无产阶级，另一方面也造
成了垄断着全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资产阶
级。持续不断的投机和接踵而来的崩溃表明资产

阶级“已经无力继续支配那越出了它的控制力量
的生产力;在这个阶级的领导下，社会就像司机无
力拉开紧闭的安全阀的一辆机车一样，迅速奔向
毁灭”［8］164－165。大工业的发展把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的内在矛盾推向极端，以致它的崩溃日益迫
近、触手可及，不采用同生产力的现在发展程度相
适应的新生产方式，新的生产力就不能保存和获
得进一步发展［8］283。

到 1880年代上半期，恩格斯还不时延续着先
前的看法，甚至提出资产阶级国家很快就要退出
历史舞台。他在 1884 年出版的《家庭、私有制和
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这样说: 我们现在正在以迅
速的步伐走向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阶级不
可避免地要消失;而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再
需要;在未来生产者按照自由平等原则组织起来
的新社会里，“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
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
列在一起”［9］193。

然而，从中观、微观的角度看，在这一历史阶
段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生命力问题的认知也发生
了一些变化，有些甚至是非常显著的变化，主要表
现在:直接或间接承认资本主义在像德国、俄国这
样的落后国家还有着较强的生命力，承认世界范
围内的生产力在这些年里获得巨大的发展，对激
进革命倾向作出持续不断的批判等。恩格斯思想
的变化首先体现在他对德国问题的研究和阐述
中。在这段时间里，他依然特别关注德国的发展
状况。德国虽然一直十分落后，但在 1850年代以
前，恩格斯却很少谈及它的落后性，而更多强调的
是德国不可能真正确立起资产阶级的统治，它应
该进行不间断的革命等。但从 1860年代中期起，
恩格斯开始较多地谈论德国的落后性。他在有关
文章中写道: 在德国，工厂工业尽管从 1848 年以
来已有巨大进步，但与法国和英国相比还是很不
发达。大量资本集中在个别人手中的现象，在英
国甚至在法国都是屡见不鲜的，但在德国却很少
见到，德国的整个资产阶级还具有小资产阶级的
性质［10］100。他举例说，在德国这个日益现代化的
社会里，在完全现代化的资本家和工人当中，还可
以看到一些最不可思议的活生生的古老化石，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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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领主老爷、宗教裁判所、土容克、杖笞、参政官、
地方官、行会制度、裁判权之争、行政处分权，等
等。他还特别强调指出，在争夺政权的斗争中，所
有这些活化石都联合起来反对资产阶级［10］103。
既然如此，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在德国仍然需要
大力发展资本主义。进入 1870年代后，德国的生
产力有了空前巨大的发展，不仅迅速完成第一次
工业革命，还率先开始第二次工业革命，在极短的
时间内成为欧洲乃至世界经济军事强国。面对这
样的现实，恩格斯也开始较多地肯定资本主义在
德国显现出的巨大威力。他指出，德国在 1866 年
实现国家统一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
但仍有一个历史事件的意义比它还大，那就是从
1848年开始的工商业、铁路、电报和海洋航运业
的兴旺，它“在 20 年中带来的成果比以前整整一
个世纪还要多”［5］207。恩格斯进一步论述道，从
1869年以来在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工业区发生
的一切，对德国来说简直是闻所未闻的，就像本世
纪初英国工业区的繁荣景象一样。可以预计，在
萨克森和上西里西亚、柏林、汉诺威等沿海城市，
也必将出现同样的景象［5］216。

其次，恩格斯思想的变化也体现在对俄国革
命问题的看法中。直到 1870年代初，村社农奴制
经济仍然在俄国经济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地位，资
本主义的发展只是刚刚起步。然而，以特卡乔夫
为代表的俄国革命民粹派却试图使俄国绕过资本
主义发展阶段而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直接过渡到
共产主义。恩格斯严厉批判了他们的这种想法，指
出科学社会主义所主张的变革是通过无产阶级战
胜资产阶级和消灭一切阶级差别的办法来建立新
的社会组织，这不仅需要负有使命来实现这个变革
的无产阶级，而且也需要将生产力发展到足以彻底
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只有将社会生产力水
平提高到比我们现在所达到的还要高的程度，才有
可能使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而不致在
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甚至倒退［11］389。恩格斯特别
指出俄国的落后性，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像俄国那样，由于封建专制制度和农奴制的存在，
资本主义的寄生性达到了那样绝无仅有的程度，
以致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都被这种寄生性的罗网

所缠绕。俄国虽然普遍存在着原始公社，但那是
落后性的一种表现。如果可以假设俄国在这种公
社的基础上能够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话，那也“只
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发生，即西欧在这种公社所
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并
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特别
是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此相联系的
变革所必需的物质条件”［11］399。

最后，对各种类型革命激进主义倾向的批判，
也表明了恩格斯思想上的变化。巴黎公社革命失
败后，在当时的西欧各国，仍有一些革命者不能正
确认识现实而追求革命，不重视工人阶级及其政
党的合法活动。这在法国一些政治流亡者身上表
现得尤为明显。法国政治流亡者主要遵循布朗基
主义传统，追求少数人的革命。恩格斯在充分研
究当时欧洲政治局势的基础上，花费很大精力同
他们进行了斗争，说布朗基只是在感情上即在同
情人民的痛苦这一点上，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他
相信有组织的少数人在适当的时机进行革命突袭
并通过若干的胜利把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就
能最终取得革命胜利。“由于布朗基把一切革命
想象成由少数革命家所进行的突袭，自然也就产
生了起义成功以后实行专政的必要性，当然，这种
专政不是整个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
那些进行突袭的少数人的专政，而这些人事先又
被组织起来，服从一个人或某几个人的专
政。”［11］358对英国的一些布朗基主义者，恩格斯
同样给予了坚决的批判，说伦敦的布朗基主义者
所奉行的原则，也是认为革命完全不是自行发生
的，而是制造出来的，革命者任何时候都可以按照
自己的计划“马上干起来”［11］359。

三

1880年代中期到 1890 年代中期，是恩格斯
对资本主义生命力问题进行探索与认知的第三个
历史阶段。在这一历史阶段里，恩格斯对资本主
义生命力问题的认知发生了巨大变化: 虽然有时
仍说资本主义已经腐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难
以为继，但从主导的方面看，却是承认资本主义表
现出较强的生命力，劳资之间关系发生了重大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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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从而也不再那么强烈主张进行暴力革命推翻
资本主义了。在这一历史阶段里，恩格斯对资本
主义生命力问题的消极看法较之以前大大减少，
主要在以下两个场合中提及。

1891年 10 月，针对有人说他预言资本主义
社会将很快崩溃，恩格斯在一封信中纠正道:有人
说我曾预言资产阶级社会将于 1898年前崩溃，这
其实是一个小小的误会;我只是说到 1898年的时
候，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有可能取得政权;如果这件
事情没有发生，那么资本主义社会还会存在一段
时间;资本主义社会这样一座已经腐朽的建筑物，
即使它的地基已经坏掉，如果风平浪静，也还是可
以支撑上数十年的［3］620。1894 年 11 月，在涉及
德国问题的一篇文章中，恩格斯这样说: “无论如
何，资本主义的企业转变为社会的企业在这里已
经万事俱备了，并且一夜之间就可以马上完成，就
像在……工厂中一样。”［9］529－530

与上述不多的消极看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恩
格斯对资本主义生命力和扩展能力的越来越多的
肯定。在《1845 年和 1885 年的英国》一文中，恩
格斯这样写道: 40年前的英国面临着一场似乎只
有用暴力才能解决的危机。工业的发展远远超出
了国外市场的扩大和需求的增加。每隔十年，就
会发生一次重大的经济危机，经济繁荣总是以更
严重的生产过剩和经济崩溃而结束。但 1848 年
革命后，英国资产阶级更加牢固地确立了自己的
统治，但也不得不赋予人民以更多的权利。此后，
英国资本主义工商业重新活跃起来。过去百余年
来应用机器所获得的成果，同 1850 年后的 20 年
间生产发展的巨大成就比起来，同对外贸易的巨
大数字比起来，同资本家的财富和劳动力的增长
比起来，已显得微不足道了。同时，虽然十年一次
的经济危机仍然在发生，但已经被人们看作是一
种自然而然的事情，过后总又能走上正轨［2］374。
对英国的发展作出这样的评价，对恩格斯而言实
在是前所未有的。然而，还不止于此。恩格斯在
此文中还提到英国劳资关系之间的巨大改变，说
工厂主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离开工人阶
级的帮助，他们很难实现对国家和政权的完全控
制，于是两个阶级之间的关系逐渐改变了。比如，

从前被当做恶魔看待的工联，现在被工厂主们当
做完全合法的机构和有用的工具。直到 1848 年
还被宣布为非法的罢工，现在也被认为有一定的
好处。此外，那些剥夺了工人同雇主平等权利的
法律，至少是最令人反感的部分，也已经被废除
了，“而十分可怕的人民宪章，实质上已经成了那
些直到最近还在反对它的工厂主们自己的政治纲
领”［2］373。既然劳资之间关系能出现如此的改
变，就表明资本主义还是有一定适应能力的。

进入 1890年代后，恩格斯的思想又有进一步
的发展。他开始从更宽广的视野、从全球的角度
去看待资本主义生命力问题。在 1892 年 7 月为
其早期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所写的德
文版导言中，恩格斯再次总结道: 英国 1847 年经
济危机后工商业的复苏，是新的工业时代的开端。
谷物法废除和随后的财政改革，又极大地促进了
英国工商业的发展。之后，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
利亚发现了金矿，中国的门户日益被打开，但发展
最快的还是美国。此外，铁路和海船在世界范围内
的广泛使用，创造了巨大的世界市场，而这个世界
市场也是以英国为中心的，以致 1844 年的状况同
现在比起来，几乎可以说是原始的了［2］366－367。

与此同时，对于劳资关系的变化，恩格斯也作
了更进一步的阐述。他说道，随着工商业的发展，
资本家从表面看来也变得讲道德了，他们认为通
过对工人进行琐碎的压榨来互相竞争变得不合算
了，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结果，实物工资制
被取消，十小时工作日法被通过，还有一系列其他
的改良措施。这当然同资本家们一贯奉行的自由
贸易和无限制竞争精神相矛盾，但却使最具实力
的资本家在竞争中更有优势。另外，企业规模越
大，雇用的工人越多，彼此发生冲突所造成的损失
和在经营方面遇到的困难就越大，于是资本家们
逐渐学会了避免不必要的纷争，默认工联的存在，
过去带头同工人阶级作斗争的最大的工厂主们，
现在也开始呼吁和平与和谐了［2］367。

恩格斯这时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前景问题
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此前，从某种程度上说
他是寄希望于通过俄国革命和西方革命使俄国尽
快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因而对俄国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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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造成的后果论述较多。但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恩格斯开始强调俄国在资
本主义道路上获得的巨大发展，强调俄国走资本
主义发展道路的必然性。他在 1891年 10 月致俄
国民粹派思想家丹尼尔逊的信中就这样说道: 俄
国资本主义正处在幼年时期，在飞速地发展着。
你们的纺织企业获得的利润目前在英国、法国和
德国的纺织厂里都是闻所未闻的。只是在现代工
业的幼年时期，某些拥有最精良、最新式机器的企
业，才能保证这样的利润率。针对民粹派还在抗
拒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恩格斯通过书信提
醒他们说: 人们很早就确信，任何一个国家，如果
没有大机器工业，自己不能满足自身工业品的需
要，在现代世界上就不会占有一席之地，俄国也是
从这个信念出发开始行动的，并且在 1861年以后
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在俄国，这样的时刻已经临
近，即它的农民生活的全部陈旧社会结构，对个体
农民来说不但会失去其价值，而且会成为束缚他
们的枷锁。我们将不得不把公社看作是对过去的
一种梦幻，不得不考虑会出现一个完全资本主义
化的俄国。进言之，俄国将逐渐变成另外一个国
家，甚至不同于 1891年 1月 1日的状况。想到所
有这一切归根到底必将有利于人类的进步事业，
我们暂且可以感到自慰［12］。

1895年 3月写作完成的《卡·马克思〈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通
常被人们看作是恩格斯的政治遗嘱。在这篇体现
着恩格斯对一生理论与实践活动进行深刻总结与
反思的文章中，资本主义生命力问题受到高度重
视，得到深刻阐述。恩格斯这样写道: 历史清楚地
表明，我们以及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正
确的。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水平还远没有达
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正是在
1848年革命后，经济革命又席卷了欧洲大陆，法
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等相继确立起了大工业，
德国则简直变成了一个头等的工业国。俄国近些
年来也加入了它们的行列，大工业发展异常迅速。
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可见，
资本主义在 1848 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
力［9］540。与此同时，恩格斯在文章中对工人阶级

争取普选权的斗争也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基本上
否定了暴力革命的可能性，从而也意味着他不再
将资本主义的崩溃看作是很快到来的结果。

通过以上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恩格斯对资
本主义生命力问题的探索与认知是随着时间的推
移、客观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深入的，总的趋势是日
益符合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这体现了马克
思主义创始人与时俱进的思想品格。当今，资本
主义生命力问题已不再像以前那样是一个引起巨
大争论的话题，我们都在立足现实来看待这个问
题。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我们更
需要以全新的方式看待和诠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
家留给我们的遗产，要像恩格斯那样，不断否定旧
观念和勇于进行理论创新，使 21世纪马克思主义
闪现出更加灿烂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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