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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共早期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蔡和森在认真研究中国国情的基础上，论述了只

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观点，指出了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与方法，并且探讨了中国社会主

义政治和经济建设的初步构想，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社会主义思想。这对今天中国正在进行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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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马克思主义
理论家和宣传家，在党的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历

史地位。中国共产党创建前后，他在认真研究中

国国情的基础上，论述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

国的观点，指出了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与方

法，并且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构想，形

成了较为完整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于今而言，

蔡和森的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有重大影响，而且对当今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也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蔡和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经济

社会情况，阐明了中国爆发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

的历史必然性。

蔡和森首先分析了帝国主义的侵略给近代中

国带来的危害。他指出，从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

义凭借武力从各方面侵入中国，“水陆要塞，大半

割让，各大都会，莫不有外兵的驻扎；长江内河，简

直任外舰横冲直撞；海关盐政早已共管，铁路交

通，现又继之；外交内政，无一事能容中国人自主；

文化教育也几乎全归外力支配……”［１］４１７外国资

本以自身的利益为标准，他们的目的“就在永远

握住中国的经济生命，掠夺中国的自然的富源与

劳力”［２］１８７。“五大强的商品，开始由大炮送进

来，继之由本身的需要扯进来，……大机器生产品

日日浩浩荡荡的输进来，于是三代以上的手工业

者一批一批地失其职业”，从而使“现在中国四万

万人有三万万五千万不能生活了”［１］７９。继而蔡

和森首次明确指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

质［３］。他说：“自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八国联军

以及中日战争等役以来，中国已被国际帝国主义

夷为半殖民地，人人知道他实际上已不是独立国

了。”［１］１０７他又说：“中国现在半封建的武人政治

之下。中国的内乱都是帝国主义在军阀的背后借

款卖械助成的，中国的内乱史已经成为帝国主义

侵略中国的一部分。”［１］８４总之，“国际帝国主义既

是压迫中国的仇敌，又是军阀存在，国家分裂，内

乱永续的原动力”［１］２２４。因此，蔡和森指出，中国

人民只有进行社会革命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革命之爆发乃是必然的趋势，也如自然力的雷

电之爆发一样。”［１］７９在这里，蔡和森指出了帝国

主义是中国革命的首要敌人，阐明了中国走革命

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蔡和森分析了国际和国内的情形，认为中国

都没有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首先从国际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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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国通过发展资本主义成为工业国，中国物

美价廉的商品同英、美、法、日等国相比更具有国

际贸易的优势，那就等于断绝了这些国家商品的

销路，因此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其次从国内来看，蔡和森认为资本主义在中国

“必然要倒霉、要短命”。因为中国没有独立的资

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中国资产阶级是由帝国主义

和地主阶级难产出来的，他们开办工厂和银行都

须依赖国际资本，否则便困难重重，因而他们实际

上成了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而中国资本主义则

是产生于封建社会的基础之上，由洋行商馆的经

纪做媒介发展而来的，也就是“由经纪买办们私

生一种高利贷和商业的资本”［１］７３７，形态极不完

全。而且帝国主义决不会容许中国成为经济和政

治上独立发展的工业国，相反，它们只容许中国成

为他们“商品的尾闾，原料的供给场，瓜分蚕食的

目的物”［１］１０８。因此，依附于国际资本的中国私人

资本主义只会使中国深陷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

附属地位而不能自拔。

从资本主义世界大势来看，蔡和森认为人类

社会必然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入共产主义

社会［４］。这一方面是由于现代资本主义周期性

的经济危机使得“商业恐慌和工业恐慌定期而

来，如瘟疫一般，起于一隅，即要轮流传染全世

界”［５］１７５。他认为，“各国资产阶级要解决这种难

题，只有准备异常强大的武力去争夺殖民地；但新

的征服事业愈多，即新的经济恐慌愈厉害；而资本

国家间的战争，势非使资本主义根本破灭不

止”［５］１７５。另一方面是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已经

为新社会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和作为资本主义

掘墓人的无产阶级。蔡和森进一步指出，第一次

世界大战不仅造成了各大工业国各阶层群众普遍

要求革命的形势，而且全世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的国民革命也与之呼应，俄国十月革命又造就了

一种可能性，经过工农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这一

无产阶级改造社会的新途径，将来中国的社会改

造也完全适用此“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２］２４。

因此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前途无疑是社会主义。

蔡和森坚信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他在

１９２０ 年给毛泽东写信说：“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
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

国也不能外此。……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

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１］５０

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

社会主义的基本途径

蔡和森在中国较早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思

想，他认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社会主义的

途径和方法［６］。他于 １９２０ 年 ８ 月写给毛泽东的
信中首次探讨了社会主义的实质：“社会主义为

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是在打破资本经济

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以政权来改建社会

经济制度。”［１］５０他还指出：“我以世界革命运动自

俄革命成功以来已经转了一个大方向，这方向就

是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１］７１在这里，

他指明社会主义的重要任务是坚持无产阶级专

政，通过它来改建社会经济制度，使劳动人民在政

治上和经济上得到真正的翻身。

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呢？蔡和森认为：“不

懂的人以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以暴易暴的，不知列

宁及万国共产党已再三宣言，专政是由资本主义

变到共产主义过渡时代一个必不可少的办

法。”［１］７１蔡和森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

比较了俄国的十月革命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观

点，他认为俄国社会革命的出发点是唯物史观，通

过阶级战争和阶级专政的方法来达到最终取消国

家这一共产主义社会的目的。而德国社民党则立

足于修正派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制，企图通

过加入战时的帝国政府，达到劳资合作的目的，结

果却是招致了“内乱，破产，反革命，压迫工人，闹

个不休”［２］２８。这样，蔡和森解释了俄国十月革命

和德国革命结局不同的关键就在于布尔什维克是

否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以此说明俄国的无产阶

级专政是唯一正确的方法。

蔡和森还进一步研究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建

设的经验，阐明了党在革命中的作用。他认为通

过革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首先必须组织共产党。

他指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有四个强大的武器：一

为党，二为工团，三为合作社，四为苏维埃。而党

是第一位的，因为党是革命的“发动者、宣传者、

先锋队、作战部”，是“神经中枢”［１］５１。这表明蔡

和森已经初步认识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鉴

于共产党组织的重要性，他在 １９２０ 年两次给毛泽
东写信强调必须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

“然后明目张胆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１］７８。其

次，他认为，在革命过程中，党组织应该“一面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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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为亲切的结合，一面与苏俄为不二的同

盟”［１］１００，因为工农大众“是中国革命运动的柱

石”，“惟有占全国人民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是

革命的中心军队”［１］７６７，同时中国革命作为世界无

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联合苏俄及世界无产阶

级是中国革命成功的重要条件”［１］７２７，因为苏维埃

俄国“与全世界的劳动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同其利

害”［１］１７１。

三、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构想

蔡和森在宣传社会主义理论方面作出了巨大

贡献，同时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方面也

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他认真研究中国国情、汲取

苏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中国社会

主义建设的初步构想。

（一）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构想

蔡和森认为只有早日建立民主共和国，解决

政治问题，才能在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基础上顺

利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７］。蔡和森在《社会进

化史》中指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要组织一

个如苏俄联邦制那样的工农民主共和国，使它担

负起破坏资本主义社会和将来建设一个没有私有

制、没有阶级和国家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责任。蔡

和森认为，实行工农民权独裁制的苏维埃是进行

社会主义建设的有效形式，是真正平民的彻底民

权主义，它一方面实现了人民大众当家做主，自己

管理国家，另一方面剥夺了地主豪绅和资产阶级

的权利与自由，通过革命独裁来消灭他们一切复

辟和反革命的可能，保障革命的彻底胜利。他又

认为，“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胜利不外就是工农

民权独裁，不外就是工农苏维埃政权。工农平民

的民权共和国，就是工农苏维埃共和国。”［５］２０３

（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构想

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是蔡和森社会主义建

设思想的核心内容。蔡和森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和中国国情，设想了发展中国经济、建立社会

主义经济体系的具体政策。

第一，应将一切生产手段收归社会公有，直接

“为消费而生产”。蔡和森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

权以后，必须将一切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资

本）和生产交换机构收归国有，建立起社会主义

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为国家发展的基础，实现

“为消费而生产”［２］５７。其具体措施首先是通过民

族革命“驱逐帝国主义，没收其一切银行与企

业”［１］７９５。其次是“没收本国资本家一切大企业，

去组织指挥全国的经济生活”［１］７９５。蔡和森认为，

勾结国际帝国主义的本国资本家至少也会采取怠

工等方法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因此工农苏维埃政

权也必须没收本国资本家一切大企业，这些将形

成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最后，“消灭资本

主义市场经济而代之以有组织的在国有城市大工

业统率之下的农村集体经济”［１］７９５。蔡和森指出，

在农村已经废除了封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并且适

当发展一些农村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逐步通过限

制富农经济和改造富农阶层来引导农民走互助合

作化道路，建立起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集体经

济。这样，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就组成了社会主

义经济制度的主体，蔡和森称之为“社会主义建

设的初步”［５］２０４。另外，蔡和森对中国进行社会主

义建设的国情也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他指出，中

国不能够独立地迅速建设社会主义，而必须允许

资本主义经济的适当发展，“补资本主义的

课”［７］。蔡和森认为，自古以来中国的私人经济

受政治的影响较少，私人经济是比较自由的；又因

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不充分，再加上

国际帝国主义的长期盘剥与压制，故中国私人资

本主义缺少充分发展，本国资本家在经济地位上

也没有形成“强国的资产阶级”；“小工小农不识

不知，以穷乏惨苦归之命”，阶级觉悟也还尚未发

生［２］２６，所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能过早地消

灭私人资本主义，而是要让它为社会主义提供更

多的物质技术条件。这是蔡和森在上世纪二十年

代构想社会主义建设的最难能可贵的思想。

第二，建设社会主义大工业，把中国发展为

“新兴的工业国”。蔡和森认为在完成社会主义

经济基础建设后，要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大工业，

以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这样，中国民族才能

真正走上独立与富强的道路。蔡和森驳斥了依靠

帝国主义资本开发中国的论调，认为，“希望充分

的外资来开发中国的实业，这不过是一种梦

想”［２］５７。他认为中国有殷富的天产和众多的廉

价劳力等建成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基础，“中国地

大物博，人工又多，假使政治修明，自动的开发实

业，必不难在短期发展为新兴的工业国”［２］７７。因

此他对主要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发展经济充满了

信心。蔡和森就中国实行工业化建设进行了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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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计。他设想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调查统计中

国各处的土地、人口、交通、产业、经济、教育和劳

动状况等情况，为合理的规划经济建设创造基础。

他认为，工业化与农业的集体化密切相关，互为条

件，因为工业化的发展不仅会带来农产品需求的

增长，促进农业技术和生产工具的改进，推动个体

农业向集体化社会化方向发展，而且农业生产的

集体化也将促进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在构

想工业化的同时，蔡和森也设想了农业集体化道

路。他极力主张合作社经济，认为合作社组织兼

有生产和流通两种职能，是改造小生产者、把农村

个体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主要途径。

他在 １９２０ 年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认为，合作社是无
产阶级革命运动之四种利器之一，其“先的作用

为劳动运动革命运动的经济机关，进而打消贸易

主义，为消费组织”［２］２２。在这里，蔡和森设想了

合作社将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通过把分散的小

生产者组织起来，引导个体农民走向社会主义，从

而形成消灭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业贸易，代之以在

城市国有大工业统率下的农村集体经济。

第三，要充分利用“国际共产主义的资本开

发中国的实业”。蔡和森认为中国是由农民占主

体、存在着大量封建残余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

家，缺少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不能“独立的建设

社会主义，必须社会主义先进国的帮助”［１］７９４。他

在分析了中国的国情并研究苏俄经验后，提出了

利用国际共产主义资本开发中国实业的主张。他

认为这首先要“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之好友苏维

埃俄罗斯，及已完全解除武装再无侵略能力并且

最富机械与技术人材之德意志缔结经济同

盟”［１］９９。其次，仿效苏俄引进外资，用国际共产

主义的资本开发中国的实业，即“采用国家社会

主义———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向德国举行机械

借款，与壤地相接二万数千里以上的俄罗斯通

商”［１］１１８。蔡和森还强调苏俄对中国社会主义建

设的支援主要是资金、技术和经验上的援助以及

一定程度和范围内的经济互助。

总之，蔡和森的社会主义思想是在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实践中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尽管蔡和森对社

会主义的思考还不够成熟，但他对当时中国社会

性质的正确分析，对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和

方法的具体规划，特别是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和

政治建设方面提出的独到见解，已经初步具有新

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的萌芽。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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