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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是世界历史的产物

李植研 胡才珍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过去70 周年了
。

70 年
,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不过 弹 指 一 挥

间
。

但是
,

人类社会却开始了一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伟大变革
,

与之相连的是整

个世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

显然
,

人类历史的这一 巨变与十月革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

我们认为
,

十月革命不只是俄国一国的事件
,

更主要是世界的事件
。

它是整个世界历史

孕育的产物
,

又给予世界历史以宝贵的奉献
。

对它的发生和影响应放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加以

考察
,

这样才能看清它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

并对它的意义作出正确 估 计
。

限 于 篇

幅
,

本文着重考察十月革命是怎样在世界历史进程的孕育中发生的
。

人类历史向世界史转变的新阶段
“

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
,

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
。 ”

①世界历 史 的 形 成
,

经 历

了一个由不同人群
、

不同民族
、

不 同地区分散孤立的发展
,

到彼此联系
、

互相依存的整体性

发展的过程
,

这个发展过程包括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两个方面
。

纵向发展是指由生产力的不断

提高所引起的生产方式的变革及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的演进 ; 横向发展是指与生产力不断

提高相适应的社会分工与交换交往的发展
,

各民族
、

各地区闭塞状态的打破
,

彼此间由隔绝

而联系以及这一联系的日益紧密与扩大
。

人类历史正是在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及其相互作用

中
,

逐步形成为世界历史并构成当代世界的
。

世界历 史的形成
,

是以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被打破为前提的
。

人类在原始社会时

代
,

各个民族和部落处于封闭状态
。

直到封建社会
,

自给自足的农本经济仍占主导地位
。

人

类历史基本上是各地区
、

各民族彼此闭塞
、

隔绝的历史
。

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

15
、

16 世纪开始了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孪
。

16 至 18 世纪
,

西欧封建关系逐步解体
,

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得到广泛发展
,

生产力 的发展

进一步推动了西方国家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
。

欧洲北美一些国家
,

取得了资产阶级

革命的胜利
,

或者进行了资产阶级改革
,

为资本主义生产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

随着

世界市场的 日益扩大
,

工场手工业生产不能满足对工业品日益增长的需求
,

因而产生了革新

生产技术的必要性
。

从 18 世纪中叶开始
,

首先在英国
,

继而在法
、

德
、

美
、

俄等国发生了工

业革命
,

以机器为主体的工厂制度代替以手工技术为基础的手工工场
。

工业革命大大推进了

人类历史向世界史的发展进程
,

世界各民族
、

各地区
、

各国家之 间在经济
、

政治和文化上 的

联系 日益加强
。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
: “

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 程 中

愈来愈扩大
,

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
、

交往以及因此 自发地

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
,
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

界的历史
。 ”

(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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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

19 世纪 70 年代以前
,

除英国外
,

其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尽管已建立了大工业
,

经

济也获得了迅速发展
,

但各国国内古优势的仍然是农业
。

因此
,

直到 19 世纪 70 年代以前
,

世

界市场
“

还是由一些 以农业为主或纯粹从事农业的国家组成的
,

这些国家都围绕着一个 巨大

的工业中心— 英国
”

⑧
。

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
,

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发生
。

它使社会生产力

有了突破性的发展
,

导致了一系列新的大工业中心的崛起
,

使国际分工
、

世界市场
、

世界货

币和世界资本乃至帝国主义殖民体系最后完备起来
,

并使垄断对世界的统治得以建立
。

这个

时期
,

除英国外
,

其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都异常迅速
。

1 8 9 6

—
19 13年

,

法国工业产

聋每年增长 2
.

4%
,

生产率提高 1
.

9 %
,

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为 1
.

8纬
。

其中
,

以 电力
、

冶

金
、

化学
、

机器制造业的发展最快
,
年增长速度在 4

.

5一 8
.

9%之间④
。

在第二 次科技革命中

居于领先地位的美国
,
1 8 9 4年其工业生产已从世界第四位跃为世界第一

。
1 8 6 0

—
19。。年

,

美国工厂数增加 3 倍
,

工人人数增加 4倍
,

制造业的产值增加 7倍
,

工业投资增加 9倍⑤
。

德国在第二次科技革命中的地位仅次于美国
。

1 9 13年
,

德国的钢铁产量比英
、

法两国的总和

还多
,

居世界第二位
。

在新兴工业部门中
,

如化学
、

电力方面
,

德国更是后来居上
,

19 世纪

末 20 世纪初
,

德国的酸
、

碱等基本化工产品的产量均居世界首位
。

俄国
,

尽管国民生产总值

中农业比重大
,

但工业的发展还是令人瞩目
。

从 19 世纪 80
、

90 年代起
,

工业中生产机器已颇

为普遍
,

在俄国南部已有了现代化的采矿业和冶金业
,

铁路建设的成就更为突出
。

1 9 0 5年
,

俄国有铁路 5 2 5 0 0俄里
, 1 9 0 8年铁路收入为 1 6 9 0 0万金卢布

, 1 9 1 2年达 4 4 9 0 0 万金卢布
。

进出

口贸易迅速增加
,

19 0 6年贸易额为 1 8 9 6 0 0万金卢布
, 19 1 3年达 2 9 1 3 0 0万金卢布⑥

。

俄国已是

欧州第四大工业国
。

各国经济的发展
、

工业的飞跃
,
使整个世界的经济突飞猛进

。
1 8 6 0

—
1 9 13 年世界工业

生产增加 7 倍⑦
, 1 8 7 0

—
1 9 0 0年

,

世界钢产量增长 50 多倍
,

从 52 万吨猛增为 2 8 3。万吨
,

世

界铁路线在 19 世纪的最后 30 年里由21 万公里增为79 万公里
,

到 1 9 1 3年更增到 1 10 多万公里
。

汽车由 19 世纪 9 0年代各国生产的几千辆增为一战前的50 万辆以上
。

到 19 世纪末铁制轮船占船

舶总吨位的80 %⑧
,

成为海上运输的主要交通工具
。

商品生产的丰富
,

现代化交通运输和通

讯设备的完善
,

使世界市场空前扩大
,

世界贸易空前活跃
。

1 8 5 1年世界贸易额为 6 4 1 0。 万英

镑
,

:

1 8 8。年达 3 o 2 4 QO万英镑
, 1 9。。年更增为 4 0 2 5 0。万英镑⑧

。

至此
,

一个以工业产品占主导

的世界市场形成了
。

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
,

给生产关系带来深刻影响
。

垄断的产生就是其突出的反映
。

除了工业垄断外
,

银行业的垄断也开始出现
。

在德国
,

直接和间接
、

全部和局部加入
“

德意

志银行
”

集团的共有 87 家银行
,

这个集团支配的资本共有 2
、

30 亿马克L
。

银行已由普通中介

人变成万能的垄断者
,

资本主义已从商业资本主义
、

工业资本主义发展为金融资本主义
。

由于垄断和金融寡头的出现
,

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了大量过剩资本
,

使资本输出迅

速增加
。

1 9 1 4年
,

英国输出的资本为 40 亿英镑
,

占其国民财富的 1/ 4 。

法国为 45 0亿法郎
,

占

其国民财富的 1 / 6
。

`

德国为 2 20 一 2 50 亿马克
,

占其国民财富的1/ 15 @
。

在国际资本流动的同

时
,

国际垄断组织也开始出现
。

它在19 世纪 80 年代只是零星的
, 1 8 9 7年

,

各种国际卡特尔发展

到 40 个
,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
,

国际卡特尔已多达 1 14 个
。

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

资本已将世界瓜分完毕
,

帝国主义殖民体系最终建立
。

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进一步国际化
,

广大亚
、

非
、

拉美国家原有 的经济结构遭到破坏
,

单一的经济结构

使它们成为宗主国的附庸
。

至此
,

世界性的国际分工和世界城乡分离最后形成
,

英
、

法
、

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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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等资本主义国家成为工业品的生产和出口国
,

亚
、

非
、

拉美广大国家则成为农业和原料的

生产和出口国
,

世界形成由极少数
“

先进
”

国家对世界上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磁扼制

的世界体系
。

这个体系在物质上是以铁路
、

轮船
、

电报
、

电话为基础的
,

在经济上是以金融

密网为经纬的
,

它们把世界各部分紧密联系起来
,

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

少数帝国主义大国

在这个体系中占有特殊地位
,

它们或者占有殖民地
,

或者用金融资本千丝万缕地紧紧缠住其

他国家
。

各国都是这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

都为帝国主义的经济关系和政

治关系的密网所缠绕
。

这个体系使世界各部分紧密联系不可分割
,

牵一发而动全身
。

由此可见
,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世界历史的发展最终形成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

世界已经

形成为一个整体
。

从此
,

人类历史向世界史的转变进入一个新阶段
。

世界上的重大事件只有

放在这个整体中考察
,

才能看清它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和它对世界历史的意义
。

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一次危机
’

,
·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中起了巨大的进步作用
。

第一
,

它

消灭了民族闭关自守的状态
,

使整个世界在经济上联成一个整体
,

科学技术和人类的活动都

突破了狭隘的地域范围而成为世界性的
,

这就为生产力的蓬勃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场所
。

第二
,

它使经济关系国际化
,

形成全世界的共同经济关系
,

各国各地区之 间在经济上有了紧密的联

系
,

这就为建立更高级的世界经济体系 (统一的共产主义经济体系 )准备了物质前提
。

但是
,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不是通过平等合作而是在殖民主义
、

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

对弱小民族的侵略和奴役下实现的
,

它建立在资本对劳动
、

少数帝国主义国家对大多数落后

国家的剥削和压迫的基础上
。

因此
,

它包含着劳动与资本
、

殖民地与宗主国
、

以及帝国主义

国家之间的深刻矛盾
。

这些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的
,

而帝国主义垄断统治使这些矛

盾大大尖锐激化了
。

劳资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克服的主要矛盾之一
。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
,

资本家想尽一

切办法来残酷剥削和掠夺本国的广大劳动群众
,

这种剥削和掠夺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

其一

是雇佣大批的女工和童工
。

1 8 3 9年
,

英国 42 万棉纺工人中 1 9
.

3万为 18 岁以下的童工
,

13 万为

女工 L
, 1 9 06 年法国工人人数近 26 1万

,

而女工占了“ % L
。

吸液大批女工和童工
,

只 需 付

给极低廉的工资
,

而且还可 以压低成年男工的工资
,

从而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
。

其二是工时

长
,
劳动强度大

,

工作条件恶劣
。

19 世纪上半叶
,

工作日一般长达 1 4小 时
,

甚 至 16 一18 小

时
,

以后经过工人的斗争
,

工时有所缩短
,

但仍在 10 小时 以上
。

工时长
,

加上机器运转快
,

工人的劳动强度很大
,

使工人过早地衰老或丧失劳动力
,

待他们脊椎歪斜
,

四肢被拘楼病弄

弯或因工伤事 故 致 残 时
,

就被一脚踢出工厂大门
。

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和掠夺
,

使得工人群众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日盛一 日
。
1 9 0 0

、

1 9 0 7
、
1 91 3年几次经济危机的爆发

,

更加剧了劳资矛盾
。

每次危机时
,

工人都大批失业
,

在

业工人的工资大幅度下降
。

1 9 0 0

—
1 9 0 4年

,

英国有近 30 0 万工人降低了工资
,

美国纺织工

业中的工资降低 10 %
,

钢铁托拉斯企业中的工资降低 10 一 20 % @
,

俄国工人的工 资 下 降 更

多
。

而且
,

20 世纪的危机与 19 世纪的危机还有所不 同
,

由于它是在垄断占统治的条件下出现

的
,

范围更为广泛
,

危机更为深刻
,

更具有破坏力
,

因而更难摆脱
。

、

此外
,

还有一种新的情

况
,

即 1 9世纪的大多数经济周期中
,

危机的萧条阶段工资的降低在某种程度上靠日用品价格

的降低得到抵补
,

而 20 世纪的各次危机和紧接着的萧条时期则呈现另一种情况
:
在失业增长

和名义工资降低的条件下
,

生活费用不仅没有降低
,

反而出现普遍上涨的趋势
,

使人民群众

潭受的打击特别沉重
。

因此
,

每次危机都是使劳资矛盾更加尖锐化的起点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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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2 0世纪的危机周期比1 9世纪缩短了
,
所以劳资矛盾的激化更为频萦

。

这使欧洲的工

人运动出现了一种新局面
:
工人的罢工斗争越来越多

,

规模越来越大
,
工人阶级的工会和社

会主义组织蓬勃发展起来了
。

工人斗争的组织性与群众性大大加强了
。

随着经济 的 迅 速 发

展
,

19 世纪 70 年代以来出现城市人口大爆炸
:
18 73 年英国城市人口超过 10 万的有19 个

。

其中

伦敦人 口达 300 多万
,

曼彻斯特75 万多
,

默西赛德
、

格拉斯哥
、

伯明翰都超过 50 万
,

泰恩赛

德
、

利兹
、

设菲尔德
、

爱丁堡的人口超 过25 万L
。

1 9 0 0年
,

世界几大城市的人 口全部 上 了

百万大关
:
纽约 3 4 3

.

7万
,

伦敦 6 5 5
.

1万L ,

巴黎 2 7 1
.

4万 ( 1 9 0 1年的数字 )
,

柏林 2 0 4万 ( 1 9 0 5

年的数字 ) 0
,

东京 160 万
,

莫斯科 10 。 万L
。

伴之而来的是工人的集中程度更高
,

工 人斗争

的力量更加强大
。

宗主国与殖民地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所无法克服的又一个主要矛盾
。

随着资本主义列

强争夺殖民地新高潮的出现
,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这一矛盾大大激化
。

这时
,

帝国主义各国通

过激烈的斗争最后瓜分了非洲
,

并对中国
、

拉丁美洲
、

近东和中东加紧了殖民压迫
。

帝国主义的殖民浪潮对亚非拉各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

许多国家的经济受到 外 资 的 压

抑
,

同时
,

民族资本主义也得到了某些发展
,

如从19 世纪 70 年代末到 20 世纪初
,

印度的棉纺

厂从 5 8个上升为 1 9 1个
,

工人人数从 3
.

9 5万发展到 1 5
.

6 4万
,

纺锭数从 1 4 0
.

7 8万枚增为 4 9或
.

2 3

万枚
,

纺机数则从 1
.

33 万台上升到 4
.

05 万台L
。

到 20 世纪初
,

印度还成立 了著名的塔塔钢铁

公司
。

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

加上 1 9 0 0年经济危机的影响
,

使殖民地半殖民人民与外资的矛

盾更加尖锐
,

工人阶级队伍扩大
。

这一切使反帝爱国斗争的群众基础更加雄厚
。

帝国主义列强在联合起来镇压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的同时
,

加剧 了对殖 民 地 的 争

夺
。

到 20 世纪初
,

帝国主义之 间的矛盾已达到剑拨弩张
、

一触即发的程度
。

世界上最大的工业

国美国的扩张野心大为膨胀
,

首先向西班牙 口中夺食
。

地处东亚一隅的日本也登场角逐
,

拼

力挤上前台
。

德国更是磨刀霍霍
,

靓银着整个世界
。

帝国主义列强的争霸斗争已突破地区范

围而形成全球规模
,

其中以英德矛盾占居主要地位
,

牵动着世界全局
。

为了解决实力与殖民地占有极不相称的矛盾
,

德国提出向世界进行侵略扩张争夺世界精

权的
“

世界政策
” ,

向其它殖民主义国家要求日光下的地盘
。

1 8 9 9年
,

发生 了争夺南非的英布

战争
, 1马。 5

—
1 9 0。年和 1 9 1 1年法德为侵 占摩洛哥而发生两次摩洛哥危机

,

此外还有波斯尼

亚危机
、

意土战争
、

巴尔干战争
。

整个欧洲上空战云密布
,

各国都在疯狂地扩军备战
,

两大

军事集团逐渐形成
,

大战迫在眉睫
。

在20 世纪初发生的几次经济危机中
,

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采取 了以邻为壑的对策
,

对

外倾销极为盛行
。

如德国采矿冶金垄断组织设立 了专门机构和基金来进行对外倾销
。

这种对

外倾销
,

在垄断前资本主义时期也不时出现过
,

但那时通常只在卡特尔联合组织临时建立或

在国家给予输出奖励的情况下才实行
。

就对外倾销的本质而言
,

它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一种现

象
,

是垄断资本主义竞争和争夺市场的一种形式
。

它的重要目的是在世界市场上 打 倒 竞 争

者
,

夺取和垄断国外市场
,

为在国外市场上按垄断高价销售商品扫清道路
。

对外倾销在摆脱

危机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

1 9 0 0一 1 9 0 2年
,

德国垄断组织通过加强输出
,

限制输入
,

使

黑色金属的净出口 (输出输入 )增加 3
.

5倍
,

使黑色冶金业 比其它部门都较早地渡过了危机
。

而

受德国这种贸易扩张之害的其它国家的情况却在恶化
,

这首先是英国
,

因为德国是英国在世

界市场上的主要竞争者
。

1 9 0 0

—
1 9 0 4年英国黑色金属的生产和出口大大低于危 机 前 的 水

平
,

而进 口则增加 62 % L
,

这就是英国黑色冶金业危机拖长和德国黑色冶金业危机迅速被克

服的主要原因
。

这种转嫁危机的做法当然使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

产
_
一 二

_

代
钾

·

犷
,



综上所述
,

我们可以看 ifflJ
,

在资本主义几百年来对世界的扩张和统治发展到它的顶峰
,

在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形成和垄断建立了对世界的绝对统治的同时
, ;

各种矛盾 日益激化
,

越

来越具有国际性质
,

并酿成一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
。

这时
,
各种政治力量开始在世界

范围内组合起来
,
以帝国主义为一方和以世界无产阶级

、

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为另一方的

世界政治格局得以出现
。

帝国主义已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敌人
,

从帝国主义的奴役和统

治下解放出来
,

是各国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共同要求
。

工人运动在空前广阔的规模上获

得巨大发展
,

马克思主义 已成为国际工人运动的指导思想
。

1 9 0 3年俄国布尔什维 克 党的 成

立
、

列宁主义的诞生和俄国 19 0 5年革命
,

标志着欧洲无产阶级已由长期和平斗争转向直接进

行革命冲击
。

亚
、

非
、

拉美很多国家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

广大人民的近代民族意识 日益加

强
。

亚洲一系列国家先后发生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民主运动
,
标志着亚洲的觉醒

。

欧洲工人

运动和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迅猛发展
,

表明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正在联合起来准备向

国际资产阶级发动冲击并拉开了序幕
。

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已将实现一场伟大变革的任务摆到

世界人民面前
。

十月革命成为世界历史伟大转折的开端
1 9 1 4年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爆发

,

一方面它给世界人民带来了一场大灾难
,

对人

类文明是一次大浩劫
,

另一方面它又使人类迅速地接近了社会主义
,

加速了世界历史大转折
、

的到来
。

第一
,

战争削弱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

加剧了世界各国发展的不平衡
。

大战首先打乱了

帝国主义的统治秩序
,

削弱了大多数参战的帝国主义国家
。

大战中各国都把大量劳动力抽调上

了前线
,

如俄国动员入伍的人数占其人 口的 n %
,

英国为 10
.

8%
,

德国为 19
.

7% @
,

法国最

多
,

达 8 00 万
,

占其人口的20
.

5% @
。

这些抽调的强劳动力很多死于战场
,

造成战后劳 动力

的严重不足
,

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再生产
。

同时
,

各国把国民收入的相 当 大 部 分用于战争开

支
,

英国花掉 70 亿英镑
,

此外还有约 30 亿英镑的战争抚恤费 @
,

俄国仅从宣战到 9 月 26 日的临

时支出就达 1 4
:

1 4 0。万卢布 (包括 4 亿战争动员费 ) 。
。

战争给各国财政带来了困难
。

由于这种

种原因
,

战争爆发后交战双方出现了经济衰退的趋势
。

英国一些最重要工业部门的生产都猛

烈下降
,

整个工业生产 (不包括建筑业 )同 1 9 1 3年比
,
1 9 1 7年降低 15 %

,
1 9 1 8年降低 19 %

。

德

画工业生产的下降更为严重
,
1 9 1 7年只稍多于 1 9 1 3年总产量的 3 / 5

。

法国是大战的主要 战 场

之一
,

工业下降尤其严重
。

1 91 7年生铁战时最高产量不到 1 91 3年产量的30 %
,

战时最高的钢

产量只相当于战前水平的 40 % L
,

这种经济衰退持续到战后
。

尽管另一些国家如美国
、

日本

的经济出现了高涨
,

然而从总体上看
,

部分国家工业生产的增长弥补不了欧洲交战国在经济

上的衰退
。

这种经济衰退扩大了在战争中日益成熟的革命危机的经济基础
。

第二
,

战争加速了一般垄断向国家垄断的转变
,

为社会主义作好了物质准备
。

国家垄断

资本主义
,

就是国家政权与垄断资本相结合的一种垄断资本主义形式
。

一战前
,

这种形式已

在少数部门出现
,

一争中
,

这种形式得到很大发展
,

其突出表现是各 交
’

战 国 都 成 立 了 一

系列机构来管理
、

调节
、

干预国民经济
。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意味着生产的社会化达到

这样的程度
,

即所有工业部门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
,

在全国范围内联合起来
。

在工人阶

级取得政权后
,

这些工业部门的国有化就可能一举而成
。

同时
,

由于生产社会化的发展
,

资

本主义设立了一些统计和监督的机关
,

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后
,

可以利用它们来组织社会生产

和进行统计和监督
。

第三
,

战争激化了各种矛盾
,

造成了欧洲的革命形势和亚
、

非
、

拉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



前提
。

战争前夕
,

欧洲许多国家都出现了政治危机
,

垄断资本家力图通过战争来转移人民的

视线
。

战争爆发初期
,

各国出现了暂时的
“

国内和平
” 。

但随着战争的况日持久和各种危机的

爆发
,

人民群众逐渐认清了战争的真正性质
。

志愿入伍的人越来越少
,

从 1 9 1 5年起
,

人民反
;

战运动走向高潮
。

各国社会党
、

社会民主党
、

工会内部都出现了反对派
,

甚至出现了反战的

左派
。

到战争进行至尾声时
,

这种反战运动已发展为危及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浪潮了
,

而在

被战争裹进世界政治漩涡的殖民地半殖民地
,

一场新的民族觉醒正在兴起
。

从上述可见
,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人类异常迅速地接近了社会主义
。

从总体上看
,

欧洲出

现了革命形势
,

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成熟到可以用社会主义制度来取代了
。

从社会主义革命的

经济前提看
,

欧洲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都已具备
,

但革命能否爆发和胜利决定于革命的主观条

件是否成熟
。

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造成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成熟的条件是很不平衡的
,

多

数国家还未形成革命的主观力量
,

因此
,

从一个一个国家看
,

不是所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

都已提上日程
,

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爆发
,

只可能在资本主义世

界体系的薄弱环节首先突破
。

这是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所揭示的逻辑
。

由于欧洲多数资本主义
,

国家在大战激发的革命形势到来时还没有一个能够领导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

未能形成一

支能够战胜资产阶级的革命力量
,
因而历史的发展把俄国推到了前台

,

让它充当了社会主义

革命事业的带头人
。

俄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比西欧主要国家晚
,

但自1 8 6 1年农奴制改革后
,

俄国资本主义获

得迅速发展
,

在几十年内走过了西欧一些国家用几个世纪走过的路程
。

俄国工人人数不占多

数
,

但高度集中
,

资本也很集中
。

随着生产和资本的集中
,

出现了垄断组织
,

到第一次世界

大战前夕
,

垄断组织已经分布在各个工业部门
,

控制着几十种主要产品的生产
。

银行资本也

大大集中
,

12 家银行控制着全国银行资本的 80 %
。

但是
,

到 20 世纪
,

俄国仍然存在着严重的

农奴制残余
,

阻碍着俄国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

一战前
,

俄国还是一个农业占优势的国

家
,

全国有劳动能力的人口从事农业的达 76 %
,

从事工业的只有10 %
,
1 9 1 3年

,

俄国的工业

总产量只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2
.

7%
,

等于美国的7%
,

德国的 17 %
,

英国的 22 %
,

法 国 的

40 %L
。

由于经济落后
,

俄国日益成为外国资本 (主要是法国和英国资本 )输出的场所
,

外资大

量流入采矿
、

铁路
、

冶金
、

机器制造和银行等重要国民经济部门
,

操纵着俄国的工业和金融
。

上述经济政治状况
,

决定了革命前俄 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中的地位
。

列宁指出
: “

俄国是

个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 次战争完全拖进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或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

国家
。 ”

L它既有同于西欧国家之处 (资本主义
,

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 )
,

又不完全同于西欧国家

(资本主义不是高度发展
,

还存在农奴制残余 ) , 它既有同于东方国家的地方 (严重的封建残

余
,

没有资产阶级民主 自由
,

人民多数是文盲 )
,

又与东方国家有很大不 同 (不是殖民地半殖
·

民地 )
。

经济政治的这种特点
,

使俄国成为社会压迫和民族压迫的中心
,

各种矛盾的焦点
。

盯有

垄断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
,

大俄 罗斯民族 同各被压迫 民族的矛盾
,

又有人民大众同沙

皇专制制度和农奴制残余的矛盾
,

俄国帝国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的矛盾
。

俄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和错综复杂的矛盾
,

极为有利于革命主观力量的

形成
。

俄国无产阶级身受沙皇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
,
有很强的革命性

,

它集中的

程度高
,

组织性和战斗力很强
,

机会主义
、

修正主义对它的危害较小
。

这些使俄国工人运动

在 20 世纪初 已站在国际工人运动的前列
。

它还拥有广大农民和被压迫民族作为同盟军
。

帝国

主义战争使俄国的发展纳入一种可以实现
“

农民战争
”

同工人运动联合的环境中
,

从而建立起

工农联盟
。

更重要的是
,

俄国是列宁主义的故乡
,

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布尔什维克



党
,

在斗争中制定了符合俄国实际的方针政策
,

善于组织群众的革命队伍
,

巧妙地把争取租

平
、

民主
、

土地
、

面包和民族解放的各种运动汇合起来
,

成为革命的坚强的领导核心
。

布尔

什维克党在军队中进行了大量工作
,

使士兵思想 日益革命化
,

士兵的反战行动与工农运动相

互支持
,

相互配合
,

形成声势浩大的革命洪流
。

帝国主义战争给俄国经济造成严重后果
,

工农业生产急剧下降
,

交通运输混乱不堪
,

整

个俄国国内燃料
、

原料
、

机器和设备奇缺
,

国家财政频于破产
,

饥荒严重
,

俄国已频临经济

彻底瓦解和毁灭的绝境
。

俄国的危机比以往任何时期
,

比其它任何国家都更严重
、

更深刻
。

这时的国际环境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极为有利
。

俄国地处东欧北亚
,

北边 是 北冰洋
,

是天然屏障
,

南面相邻的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
,

那里的人民是同情俄国革命的
。

帝国主

义武装干涉只能来自东西两方
,

东边的日本威胁较小
,

主要危险在西边
。

西欧有力量镇压俄

国革命的是德
、

英
、

法三国
,

但帝国主义大战正酣
,

英法与德奥正忙于互相厮杀
,

死伤数百

万军队
,

元气大伤
,

双方都顾不上对付俄国革命
,

这使俄国革命减少了国际上的敌人
。

同时
,

西方工人运动和反战运动正 日益高涨
,

东方民族解放斗争方兴未艾
,

革命危机在整个资本主

义世界日益发展成熟
,

这使俄国革命在国际上能够获得越来越多的同盟者
。

俄国所处的国内外环境
,

便于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饿国突破
。

布尔什维克党紧紧抓住有

利的革命时机
,

成功地组织了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同资产阶级进行最后决战
,

终于取得了十

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

使世界历史开始了一场伟大的转折
。

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表明
,

在帝国主义时代
,

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条件

下
,

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那里爆发并取得胜利
,

不决定于经济发展水平最高
、

无产阶级占人

口多数
,

而是取决于那里是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
,

取决于有没有革命的主观力量
,

取

决于有没有有利的革命形势
。

这一切归结为是否形成了夺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阶级力量对

比
。

正是俄国历史的发展和世界历史的发展使俄国这个经济落后
、

无产阶级只 占人 口少数的

国家最先具备了这些条件
,

并被推上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的位置
,

成为一场伟大转折

的带头人
。

历史的特殊条件使俄国无产阶级首先夺取政权
,

形成俄国革命的特色
。

它的出现
,

是世界历史所孕育的
,

也是世界历史发展合乎规律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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