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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者历来重视工人阶级意识问题。列

宁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从“自在”到“自为”思想的

基础上，提出从“自发”到“自觉”塑构工人阶级意识

的理论。通过建党、宣传和教育等路径，引导人民认

识和打破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旧世界，激发人民

建立社会主义的新世界。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以列宁

为代表的俄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主体，塑构工人阶级

意识、凝聚革命共识、汇聚革命力量的胜利。深入研

究列宁早期塑构工人阶级意识的思想，对中国共产

党继续凝聚人民的磅礴力量开启伟大新征程具有一

定参考意义。

一、塑构工人阶级意识的理论主线：从“自发”到

“自觉”

阶级意识是阶级形成的必要条件，马克思、恩格

斯历来重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问题，提出工人阶

级只有从“自在的阶级”发展到“自为的阶级”，才能

作为一个真正的阶级开展阶级斗争、推翻资本主义。

首先，理论、矛盾、斗争是“自在”到“自为”的内

在特征。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鲍威尔等人

的以自我意识为基础的主观唯心主义时指出，群众

是社会历史进步的主要动力，只有在理论上意识到

资本主义私有制带来的自我异化、在现实中遭遇到

生活和精神的异常贫困、在行为上反抗生活贫困和

自我异化的“自为”阶级才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言

下之意，“自为”暗含着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科学理

论的指导，二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尖锐矛盾，三

是团结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斗争行动。理论指导、

矛盾刺激和斗争行动三者共同构成“自为”阶级意识

的内在特征。

其次，团结是“自在”到“自为”的外在标志。

1847年，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提出，因资本主义

的发展，大量的居民逐渐变成工人。这些工人虽然

具有共同的利益和同等的地位，但他们还未意识到

自己的阶级地位和阶级利益，是作为“自在”的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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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存在。为了提高工资、改善地位，工人们与资产阶

级展开斗争。他们在斗争中，意识到单个人力量的

微薄，于是逐渐团结起来，这时工人们所开展的斗争

是阶级斗争，所维护的利益是工人阶级共同的利益，

工人们也就作为“自为”的阶级而存在。在马克思看

来，“逐步团结起来”是工人阶级从“自在”到“自为”

的转折点，而工人是否团结也是外在区别“自为”与

“自在”的显著标志。

再次，组建政党是“自在”到“自为”的必由路

径。1871年，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

指出，工人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

只有组织一个与资产阶级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使工人

阶级作为一个“自为”的阶级开展行动。1889年，恩

格斯再次强调了这一思想，认为与历史上其他政党

不同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是使工人阶级强大到足

以取得胜利的决定因素。马克思、恩格斯看到马克

思主义革命政党在凝聚工人阶级力量、发展“自觉”

阶级意识中的极端重要作用，因此，他们呼吁马克思

主义革命政党必须时刻注意政党建设。

列宁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自在”到“自为”思

想的基础上，结合俄国的革命实际提出，工人运动只

有从资产阶级的“自发”转向社会主义的“自觉”，才

能取得胜利，因此，社会民主党要把工作重点放在发

展工人阶级自觉上。

一是提出社会民主党应把带领工人阶级从“自

发”走向“自觉”作为政党纲领。列宁经过对历史和

现实、国外和国内工人运动的分析认为，俄国工人以

经济和恐怖手段等形式开展的运动失败的原因在于

“自发”阶级意识的影响。工人阶级在同资产阶级斗

争时，会自然地结成工会、开展经济运动、请求政府

颁布法律等。这些“工联主义”的工人运动极易受资

产阶级思想和政治的支配，不利于工人阶级正确认

识自己的阶级地位、历史使命和解放道路，其在本质

上仍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并不

能从根本上改变工人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从工人

阶级解放自我的整个过程来说，它是尚处于“自发”

阶段的思想意识，并不是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

阶级意识。因此，社会民主党必须坚决反对工人运

动的“自发性”，“把自己的纲领归结为发展这个阶级

的阶级自觉”。[1](P57)列宁在继承和吸收马克思、恩格

斯关于政党是工人从“自在”到“自为”必由路径理论

的基础上，创新性地把工人阶级意识塑构问题上升

到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纲领的高度，使理论进一步

契合了社会现实，为俄国工人阶级从“自发”到“自

觉”提供了实践指引，从此俄国工人阶级意识的塑构

有了坚定的组织力量和领导力量。

二是明确工人自觉的阶级斗争应包括理论、政

治和经济等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马克思认为，理

论、矛盾和斗争是工人阶级从“自在”到“自为”的内

在特征。恩格斯指出，与政治和经济斗争相并列的

还有理论斗争。列宁在继承和吸收马克思、恩格斯

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工人自觉的阶级斗争应

包括理论斗争、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等互相联系的

三个方面。1901年秋至 1902年 2月，列宁在《怎么

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中对德国工人运动高

度赞扬，他指出，德国工人运动之所以不可战胜，是

因为德国工人在斗争过程中“第一次在其所有三个

方面——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经济实践方面(反抗

资本家)互相配合，互相联系”。[1](P314)俄国社会民主党

要学习德国工人运动的成功经验，要始终代表工人

运动的前进方向，要充分发挥工人运动先锋队“自

觉”的作用，以坚定的决心和顽强的毅力，在理论、政

治、经济三个方面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和影响，把

工人阶级团结到社会民主党周围，引导工人阶级从

资产阶级“工联主义”的“自发”变为理论、政治和经

济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的“自觉”。

三是指出工人阶级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程

度影响着革命进度。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推翻资本

主义是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而从“自在”到“自为”

是工人阶级完成历史使命的必要条件。列宁在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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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恩格斯的宏观框架基础上，结合俄国革命实际进

一步指出，俄国革命分为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

革命两个阶段，工人阶级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

程度影响着革命进度。1905年，俄国的工人运动受

到沙皇政府的血腥镇压。列宁认识到，俄国工人阶

级“自发”的阶级意识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且在机

会主义的影响下有继续恶化的趋势，此种不“自觉”

的阶级意识是无法满足社会主义革命需求的。社会

民主党要用正确的策略、纲领和路线来领导和影响

工人，竭尽全力发展工人的“自觉”意识，并根据发展

程度，来分析和判定革命的发展阶段。

“自在”到“自为”和“自发”到“自觉”，既相互联

系又相互区别。马克思、恩格斯“自在”到“自为”的

理论，是在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背景下，从工人阶级

完成历史使命的视角所提出；列宁“自发”到“自觉”

的理论，是在俄国资本主义极度不发达、工人政治成

熟度低的背景下，从工人阶级斗争的视角所提出。

在马克思、恩格斯眼中，“自在”到“自为”着重强调工

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政治成熟程度；而在列宁眼

中，“自发”到“自觉”则意在指明工人阶级行为的觉

悟程度。“自在”到“自为”从宏观层面勾勒了工人阶

级意识发展的不同阶段，而“自发”到“自觉”则从微

观层面剖析了在工人阶级意识影响下的行为实践的

不同面向。“自在”到“自为”是“自发”到“自觉”的理

论基础，“自发”到“自觉”是“自在”到“自为”的理论

展开。列宁在继承和发展“自在”到“自为”理论基础

上提出的“自发”到“自觉”的工人阶级意识塑构理

论，成为十月革命前俄国共产党塑构工人阶级意识、

发动工人开展革命斗争的行动指南。

二、塑构工人阶级意识的实践路径：建党、宣传

与教育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是在实践基础上人对客观

世界的认识和改造关系。十月革命前，列宁遵循“自

发”到“自觉”的理论主线，通过建党、宣传和教育等

实践路径，成功塑构工人的阶级意识。

第一，建立政党作为从“自发”到“自觉”的组织

路径。在阶级社会里，政党是阶级意识形态的载体，

是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无产阶级只有组成政党，

才能作为一个自觉的阶级开展行动。

首先，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是引导“自发工人运

动”通往“自觉的阶级斗争”的组织力量。彼得堡工

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等领导的分散的工人运动使列

宁认识到，“自发”阶级意识指导下的工人由于看不

到阶级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事业，因此在同资产阶级

的斗争中各自为战，如同一盘散沙。只有“组织一个

和自发工人运动有紧密联系的革命政党”，[1](P285)才能

使工人作为一个阶级统一起来、团结起来。马克思

主义革命政党最能代表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最具

革命性和先进性，最有能力和条件引导“自发”工人

团结起来开展“自觉”的阶级斗争，它是工人阶级从

“自发”走向“自觉”的组织力量。

其次，只有坚强统一的政党才能“广泛、全面、巨

大和有效”地影响工人。自 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

党成立到 1903年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党内长时间

处于混乱状态，工人运动“自发”的状态未得到明显

改善。“社会民主党人的党组织愈坚强，党内的动摇

性和不坚定性愈少，党对于在它周围的、受它领导的

工人群众的影响也就会愈加广泛、全面、巨大和有

效”。[1](P473)坚强统一的党组织是发展工人自觉意识

的组织保障，是工人阶级开展自觉阶级斗争的坚

强后盾。列宁大声呼吁结束党内分裂、巩固党的

组织。经过七年的不懈努力，至 1911年 6月，俄国

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会议把取消派分子开除

党籍，党内才逐渐实现真正的统一。伴随着工人

阶级政党的统一和巩固，工人阶级也逐渐由“自发”

走向“自觉”。

再次，政党要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积极为“每

一阶段的工人运动服务”。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是

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其“不是消极地为每一

阶段的工人运动服务”，[1](P284)而是要以正确的无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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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政策走在工人前面，积极领导工人、帮助工人；要

对经济现实和政治形势进行科学的阶级分析，正确

制定每一时期的政治口号，并广泛、大胆、自信、主动

地向工人阶级提出革命任务；要用实际生活中的政

治事件和经济事件，向工人说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

正确性，帮助工人认清解放自我的最正确的道路。

第二，宣传理论作为从“自发”到“自觉”的思想

路径。“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

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2](P11)马克思主义理论

以其彻底性、革命性和实践性而对阶级意识具有巨

大的塑造力。

一是宣传“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没有革命

的理论，就没有“自觉”的阶级意识和革命的阶级行

动。“只有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能成为工人阶

级运动的旗帜”。 [1](P271)“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

工人阶级摆脱“自发”阶级意识奴役的精神力量，是

工人阶级发展“自觉”阶级意识的精神旗帜。社会民

主党人要在工人中间广泛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

主义的思想，并根据革命任务妥善处理好二者之间

的关系，帮助工人树立阶级分析意识、提高阶级分析

能力、增强阶级斗争动力，引导工人认清革命阶段、

看清革命形势、把握革命时机。

二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论只有彻

底才具有说服力，只有符合不断变化的实际才具有

吸引力。“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

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1](P274)做到与俄国

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与工人群众实际生活和心理

相结合，提高理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功能，增强理论

吸引力，使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工人心中生根开花结

果。十月革命前，列宁提出帝国主义论、无产阶级革

命论等著名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俄国的

发展，有力指导了俄国工人运动，发展了工人阶级

“自觉”意识。

三是与错误思想倾向进行无情斗争。马克思主

义的阶级性决定了它的斗争性，马克思主义是在斗

争中产生、发展和壮大的。19世纪末 20世纪初，修

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等错误思想倾向模糊了工人的阶

级意识。只有与这些错误思想倾向进行坚决的斗

争，才能真正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十月革命前，列

宁以坚定的党性原则，与“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经济

主义者”、孟什维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等进行了无情

的斗争。通过无情斗争，工人阶级逐渐从自发的小

资产阶级等狂热中解脱出来，接受马克思主义，靠近

社会民主党。

第三，政治教育作为从“自发”到“自觉”的动员

路径。意识的形成源于既有观念与事实的比较，现

实暴露出来的新的政治经济事实与理想的政治经济

理念背道而驰。运用鲜活现实进行政治教育是激发

阶级共鸣、唤起阶级意识的动员路径。

一方面，提供政治教育材料。“资产阶级自己用

它夺取政权的斗争，用它的各阶层和集团之间的冲

突等等，给无产阶级提供了政治教育材料”，[3](P249)这

些政治教育材料是唤起工人阶级觉悟、发展工人阶

级自觉所必需的。俄国社会民主党要组织全面的政

治经济揭露和鼓动，帮助工人获取这些生动的政治

教育材料。十月革命前，列宁经常亲自深入工人群

众中，通过起草传单和小册子、聊天、讲课、参与领导

工人运动、帮助工人解决问题等方式，进行了大量的

揭露鼓动工作，在工人中取得良好反响，激发了工人

的阶级情感，引起了工人的阶级共鸣，唤起了工人的

阶级意识。

另一方面，出版发行党的报刊。在沙皇的黑暗

统治下，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领导下的工人运动经

常遭到残酷镇压，政治教育工作也因此时常中

断。全俄的政治机关报成为开展政治教育的理想

讲坛。列宁高度重视报刊工作，他不仅亲自创刊，

还亲自撰稿，小到挑选报刊的编辑、拟定议题、修

改文章，大到报刊的创建、方向的把握、出版商的

选择等，亲力亲为。不论环境如何艰难，不论身在

国内还是国外，列宁依然坚持办报。以马克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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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为旗帜的全俄报刊，成为革命政党在工人群众中

开展政治教育的“最重要的公开喉舌”，[4](P453)它发展

了工人的自觉意识，使工人义愤的星星之火燃成阶

级斗争的熊熊大火。

建党、宣传和教育的革命实践，使工人阶级逐渐

从“自发”走向“自觉”。当历史到来之际，他们以前

所未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翻了旧政权，建立了社

会主义政权。

三、塑构工人阶级意识的理论意涵与当代价值

历史映照现实，理论指向未来。列宁早期塑构

工人阶级意识的思想和实践以深刻的历史自觉性、

政治传承性、现实回应性和价值承载性，诠释了马克

思主义理论的光辉价值。

第一，以人民主体性塑构工人阶级意识的理论

意涵。人民群众是历史、实践和价值的主体。列宁

早期通过建党、宣传和教育等路径，引导人民深刻认

识和打破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旧世界，发动人民

建立社会主义的新世界，是人民主体性思想在俄国

的成功探索和运用。

首先，代表人民是工人阶级意识塑构的逻辑起

点。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各

个阶段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始终代表工人阶级的利

益。团结全世界无产阶级，推翻剥削制度，实现每个

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所在，

也是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必须为之奋斗的伟大历史

使命。列宁提出，俄国社会民主党是工人阶级的组

织和领导力量，是“人民的代言人”，[1](P364)其之所以要

取得政权，就是要利用政权为以工人阶级为主的劳

动人民服务。因此，工人阶级在与资产阶级斗争中

的困难、问题和需求是党首先需要解决的时代课

题。列宁以深邃的历史洞察力和敏锐的政治眼光，

捕捉到俄国工人阶级联合斗争的困难、阶级意识淡

薄的问题以及从“自发”走向“自觉”的需求。他提

出，俄国社会民主党要坚决反对工人运动的“自发

性”，要把发展工人的阶级自觉作为自己的纲领，通

过发展工人的阶级“自觉”意识解决“自发”工人运动

屡遭失败的问题。经过20多年的不懈奋斗，工人阶

级逐渐掌握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对斗争

的任务、手段和形式了然于心，“自发”工人运动的星

星之火终于燃成“自觉”阶级斗争的燎原之势。十月

革命前，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共产党，把工人阶级的利

益放在第一位，带着问题意识帮助工人排忧解难，满

足工人阶级的需求。她以高度的历史自觉性走在工

人运动前面，始终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和工人运动

的前进方向；她以矢志不渝的努力，带领以工人阶级

为主体的劳动人民推翻剥削压迫政权，坚定站稳了

马克思主义政党一贯代表人民的根本政治立场。

其次，依靠人民是工人阶级意识塑构的政治路

线。人民群众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体，是社

会变革的决定力量。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只有通

过共产主义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解放自

己。无产阶级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力量之源，马克思

主义革命政党要把无产阶级作为主要依靠力量。但

马克思同时认为，共产主义革命的发生不仅需要发

达的生产力，同时还需要无产阶级认识到自身与资

产阶级的对立和矛盾，萌生出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共

产主义革命意识。只有具备共产主义革命意识的无

产阶级才能成为共产主义革命的坚实依靠力量。列

宁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俄国革命

的实际，分析“自发”工人运动的不足，提出俄国社会

民主党要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工人阶级身上，把发

展工人阶级的阶级自觉作为政党的革命纲领。不论

革命形势发生何种变化，工人阶级始终是社会民主

党的主要工作对象和依靠力量，工人阶级自觉意识

的塑构始终是社会民主党的主要的和基本的工作任

务。当工人阶级领会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和阶级斗

争的历史使命时，当他们把“自发”的经济斗争变成

“自觉”的阶级斗争时，他们就会朝着推翻封建专制

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康庄大道迈进。马克思主义

政党的鲜明特质就是政治性，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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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以实际行动，彻底传承和贯彻了马克思主义一

贯依靠人民的政治路线。

再次，团结人民是工人阶级意识塑构的实践指

向。理论和实践的归宿是回应现实。“全世界无产

者，联合起来！”这句《共产党宣言》中的政治号召，生

动阐释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工人阶级团结的要求和

期待。团结是工人阶级开展阶级斗争的必要条件，

是工人阶级意识成熟的外在标志。工人阶级只有团

结起来，才能形成磅礴的阶级斗争合力，实现工人阶

级的团结是塑构工人阶级意识的实践指向。马克思

主义革命政党只有与工人群众建立紧密的关系，才

能真正实现工人阶级的团结。从马克思主义政党与

工人群众之间的关系角度看，密切政党与工人之间

的联系，是团结工人阶级的生动体现。通过发展工

人阶级的自觉意识，把工人阶级吸引和团结到党周

围，并在党的带领下组织成为百万大军，从而沿着正

确的革命道路大步前进。列宁十分重视团结工人的

意义，他不仅以身示范，亲自深入工人群众、密切联

系工人群众，而且还告诫社会民主党要对照“是否同

群众保持着联系，联系是否密切”[5](P42)的标准，随时随

地进行客观检查，不断地进行道路纠偏和自我革

命。经过艰辛的斗争和不懈的努力，以列宁为首

的俄国共产党始终扎根在以工人为主体的广大劳

动群众之中，发展了工人的阶级自觉，密切了党群

关系，实现了工人阶级的团结。十月革命前，列宁

以强烈的现实意识，深刻洞察工人团结的意义，在

实践上对工人阶级意识的塑构问题进行了现实关

照。不论是建立政党、宣传理论还是政治教育，其

目标指向都是实现工人阶级的团结。列宁以高度

的实践自觉，坚定回应了工人阶级意识塑构的前进

指向和现实趋向。

最后，解放人民是工人阶级意识塑构的价值旨

归。任何理论和行动都承载着一定的价值诉求，体

现着特定的价值观念。马克思主义的终极价值是实

现以劳动解放和社会解放为主的人的解放，而人的

解放只能靠人本身的实践去获得。在阶级社会，只

有靠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劳动人民的阶级斗争去获

得。阶级斗争是工人阶级意识成熟的内在特征。因

此，发动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劳动人民举行声势浩

大的阶级斗争，实现自我解放，是塑构工人阶级意识

的价值旨归。列宁认为，俄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和资

本主义制度的消灭只能依靠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劳

动群众的自觉革命行动来实现，党塑构工人阶级自

觉意识的主旨是发动人民群众开展波澜壮阔的阶级

斗争，推翻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政权，建立社会主

义政权。当工人运动崇尚经济斗争而尚未壮大时，

需要发动工人团结起来开展政治和经济相结合的规

模庞大的阶级斗争；当工人运动受到镇压走向低潮

时，需要发动工人克服消极情绪积极行动起来；当革

命形势日益到来时，需要发动工人举行勇敢坚决的

革命斗争，推翻剥削政权。十月革命前，以列宁为首

的俄国共产党在塑构工人阶级自觉时，不论是建立

政党、宣传理论还是政治教育，始终贯穿着通过启发

而不是硬性灌输来塑造工人阶级自觉、尊重并发挥

工人阶级主观能动性、发动工人阶级参加革命斗争

的思想主线，充分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发动人民解放

自我的价值旨归。

第二，以群众路线塑构工人阶级意识的当代价

值。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我们应吸收和借鉴列宁

早期塑构工人阶级意识的有益成果，坚持群众路线、

凝聚群众共识。共识的形成和发展来源于人的生活

需要和主观主体。从凝聚共识实现民族复兴的角度

落实群众路线，须从政党的人民性建设、利益的群众

性整合、理论的民族性创新着手，强化群众对领导核

心的认同、构建群众对共同利益的认同、增进群众对

精神旗帜的认同。以高度的政党认同、利益认同和

思想认同，有力凝聚起群众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共识。

首先，建设人民政党，强化政党认同。政党认同

是政治认同的重要内容，是凝聚共识的政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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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前，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共产党人，高度重

视政党的人民性建设，始终代表、依靠、团结和发动

人民，得到人民的充分信任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继

承和发扬了列宁人民主体性思想，是中国工人阶级、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获得人民高度的政

党认同。毛泽东指出，“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

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

成”。[6](P381)邓小平指出，人民拥不拥护、赞成不赞成、

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是党和国家制定一切方针

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

人民、力量在人民”。[7]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践行群

众路线的历史，就是建设人民政党的历史。以群众

路线建设人民政党，以群众路线开展治国理政，强化

人民对政党的认同，使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

觉行动，使人民力量的涓涓细流汇聚成革命、建设、

改革和发展的巨大潮流。进入新时期，中国共产党

必须继续紧扣民心，尊重人民，践行群众路线，建设

人民政党。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

彻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人民共享

的方针。二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严密党的组织体

系，提高党员素质，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

争，永葆党的先进性，使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

人民的主心骨和人民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三要提

高党的领导和执政水平，贯彻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

依法执政，坚定践行“国之大者”的历史使命。通过

不断完善和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党建设，提高政

党在人民心中的威信力、吸引力和向心力，强化和坚

定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认同。

其次，整合群众利益，构建利益认同。人们奋斗

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利益是历史唯

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利益决定人们的情感体验、思想

倾向和价值选择。只有当人们利益一致的时候，才

能在情感、思想和价值方面产生共鸣。利益认同是

共识形成的根本基础。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

只有把具有不同利益需求的实践主体整合为具有共

同利益的共同体，增强利益整合能力，始终代表群众

的根本利益，才能凝聚群众共识、激发群众创造活

力。十月革命前，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共产党人以

人民为中心，把工人阶级的经济、政治和思想等多方

面多层次的利益整合为推翻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政

权、建立社会主义政权的共同利益，从而获得了工人

阶级的利益认同，提高了工人阶级的自觉意识，凝聚

了工人阶级的革命共识。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多年来，审时度势、高瞻远

瞩、把握大局，立足于不同时期人民群众亟须解决的

根本问题，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整合群

众利益，凝聚群众共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立

足于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整合群众利益，凝聚

革命共识，激发革命斗争伟力，全体人民浴血奋战、

百折不挠，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

义的统治；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立足于建

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制度整合群众利益，凝聚建

设共识，激发政治建设伟力，全体人民自力更生、发

愤图强，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立足于经济改革和发

展整合群众利益，凝聚改革共识，激发经济改革伟

力，全体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取得丰硕成果；

进入新时代，党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整合

群众利益，凝聚奋斗共识，激发积极奋斗伟力，全体

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

目标。为开启下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党必须以更坚

定的信心和更稳健的步伐，以维护和实现人民的根

本利益为出发点和立足点，继续凝聚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人民共识，激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群众伟力。

最后，创新理论表达，增进思想认同。旗帜就是

方向，思想就是力量。只有旗帜高扬，才能凝聚力

量；只有思想认同，才会落实行动。历史的发展、国

家的繁荣、民族的进步，离不开光辉旗帜的导向和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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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思想的引领。只有符合历史潮流的旗帜才具有积

极的导向作用，只有顺应民心民意的思想才具有巨

大的引领作用。如何在客观把握历史趋势和准确定

位群众需要的基础上高扬思想旗帜、统一思想认同

是政党的重要任务。十月革命前列宁把革命的马克

思主义理论作为俄国工人运动的旗帜。这一顺应历

史发展规律、符合工人阶级需求的理论旗帜，统一了

工人阶级的思想，凝聚了工人阶级的革命共识，汇聚

了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结合

中国的实际和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创造性地发展

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据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阶段任

务，先后确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思想地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以其人民性、科学性和实践性，获得人民群众在生活

方式、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理想信念等层面的广泛

认同，成为赢取民心和凝聚群众共识的伟大力量。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

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7](P13)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

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必须坚持马克思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

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8](P72)“坚持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用党的理想信

念凝聚人”。[8](P74)在新的征程上，要继续推进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实事求是，从中国发展

实际和人民需求实际出发，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和中国新发展格局出发，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中国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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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al Path and Value Implication of Lenin's Shaping of Working

Class Consciousness before the Revolution of October

Huang Lingjun Xu Tingting

Abstract：Before the October Revolution, Lenin followed the theoretical main line from "spontaneity" to "conscious⁃
ness", and successfully shaped the working class consciousness through practical paths such as party building,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Lenin's thought and practice contain the theoretical meaning of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political inheritance, re⁃
alistic response and value bearing with the people as the main body. Look back on history and mirror the future. In order to
gather the people's consensus and open a new journey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we need to start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eople's nature of the political party, the mass integration of interests and the innovation of the nation⁃
al nature of theory, strengthen the identific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build the identification of interests, unify the ideological
identification, and gather and stimulate the people's creative power.

Key words：working class consciousness; spontaneous; consciousness; people's subje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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