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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读

【读经典 悟党史】

A：1920 年 5 月 8 日， 新民学会部分会

员在上海半淞园合影。 左七为毛泽东。

B：1945 年 5 月 14 日，刘少奇在中国共

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关于修

改党章的报告》。

C：1944 年 5 月 21 日，中共六届七中全

会在延安召开。 图为全会会址。

D：1949 年 5 月 17 日，第四野战军解放

武汉。 图为武汉人民欢庆解放。

（共产党员）

2018年 5 月 5 日， 是世界无产阶

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导师卡尔·马克

思诞辰 200 周年纪念日， 中共中央隆

重举行纪念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

了重要讲话。 世界各地的人们也以不

同的方式纪念这位“人类千年第一思

想家”。

算起来，1848 年发表的 《共产党

宣言》发表距今已有 173 年。 近两个

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可以说发生了沧

桑巨变 。 然而 ，放眼当今世界 ，国家

间、 不同名族间的矛盾纷争复杂，局

势瞬息万变 ，但是不管怎么变 ，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并

未受到太大的波折，如果非要说有的

话，那就是近年来日趋激烈的中美之

间的贸易争端。

对于中美贸易争端，我就不再赘

述了，从中兴事件到华为事件，相信大

家都能从新闻里面感受到其中的针锋

相对、剑拔弩张。我仅就《共产党宣言》

所读所感谈两点不成熟的看法。

1.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本质属

性的揭示，非但没有过时，而且因资本

主义世界的种种现实表现，进一步证

明了它的真理性。

我们都知道，马克思身处的 19 世

纪，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时代。 他

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来到世间，

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

的东西”。 他还一针见血地揭露：“如

果有 20%的利润，资本就会蠢蠢欲动；

如果有 50%的利润，资本就会冒险；如

果有 1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

的危险；如果有 300%的利润，资本就

敢于践踏人间一切法律”。

好莱坞经典影片《华尔街》中有句

赤裸裸的台词：“贪婪是个好东西！ ”

资本家无一不是逐利而来，如同水中

的鲨鱼嗜血而上， 为取胜不择手段、

互相撕咬，必得拼个你死我活，直到把

对手消灭。 实际上，资本主义自由竞

争就是一种自毁的机制，强者消灭弱

者，活着的人越来越少。

不可否认，美国是目前世界上最

强大的国家。美利坚建国将近 245 年，

从资本主义的萌芽到发展壮大、到跨

国经营、到对外侵略扩张、到主导国际

秩序以致实现美元霸权，几乎每一步，

都浸透着资本的剥削压榨和掠夺欺

凌。 美国今天的强大， 无疑是建立在

跨国掠夺和侵略扩张基础上的。

大家还记得美国的 《独立宣言》

吧？ 那是在 1776 年挣脱英国殖民统

治、获得民族独立自由时，在费城共同

起草的。 这个宣言分为四部分， 第一

部分开宗明义有两句话，“人人生而平

等，造物者赋予他们无可侵犯的权利，

其中包括生存权、 自由权和追求幸福

的权利”。 1863 年南北战争期间，美国

第 16 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在著名的

“葛底斯堡演讲”的最后一句话，是这

样说的，“要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

政府永世长存”。

可是，今天的美国到处侵略扩张，

发动战争， 它还顾及过别国人民的生

存权、 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吗？

它还记得“人民”这两个字眼吗？ 美国

现在的所作所为， 早已背离了开国先

贤们的初衷。 所以， 当我国的经济总

量达到了美国的 60%以上， 我们对美

贸易顺差比他们更大的情况下， 美国

为保住“世界第一”的霸主地位，而义

无反顾地挑起相关争端了。

2.作为一种富于批判精神的发展

着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伴随着两种社

会制度的长期较量，不断焕发出真理

的光芒和生命的活力。

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

着的理论， 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

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 ”在《共产党宣

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向全世界庄严

宣告：“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

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就是著名

的“两个必然”。当时马克思曾经断言：

“新的革命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

来临”，他还说：“历史显然将会出现新

的起点， 到处可以看到土崩瓦解的征

兆”。 那个时候，马克思才 30 岁，恩格

斯才 28 岁。

《共产党宣言》发表 9 年后，爆发

了席卷欧美的世界性经济危机， 可直

到 11 年后的 1859 年 1 月， 马克思撰

写《（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时候，

无产阶级革命仍未爆发。 马克思这个

时候特别冷静， 他仔细分析了经济危

机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以及二者之

间的关系， 精辟地提出了 “两个决不

会”，那就是“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

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

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

产关系， 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

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 是决不会出现

的。 ”这就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和资产

阶级的较量是长期的甚至是漫长的，

无产阶级革命不可能说来就来， 也不

可能轻轻松松、一蹴而就夺得胜利。

纵观世界社会主义 500 年， 前后

经历了 6 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空想社

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第二阶段是马

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 第三阶段是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

利并实践社会主义， 第四阶段是苏联

模式初步形成， 第五阶段是毛泽东领

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并进行社会主义

探索实践， 第六阶段是我们党在改革

开放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 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事实：世

界社会主义运动尽管遭遇诸多挫折，

但仍然在曲折中发展、在逆境中前行。

1917 年的“十月革命”，诞生了世

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32 年

后的 1949 年，中国又成为世界社会主

义阵营的重要力量， 并且赢得了抗美

援朝战争的胜利。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

起，美国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武力协

防台湾，对我全面封锁，企图通过一切

可能的手段包括和平演变等， 彻底搞

垮中国。回首新中国成立的七十多年，

美国及西方国家无时无刻不在算计我

们。

可见，中美之间的这场贸易战，既

是两个国家利益的博弈， 也是两种社

会制度的较量。我们不应该忘记，当年

苏联东欧的坍塌， 曾令世界范围的社

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一时间，社会主

义的中国就如同汪洋大海中的一叶孤

舟，孤立无援。 三十年后的今天，作为

“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奉者、坚定实践

者”的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马克思主义

的伟大旗帜，冲破重重风险阻力，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使我们国

家焕发出蓬勃生机， 综合国力大幅增

强， 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这无形

中形成了强大的“磁场效应”，它展现

了马克思主义的旺盛生命力， 展现了

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也使更

多的人们对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重新

燃起了理想信念的火花。

如果我们都能站在这样的高度来

认识问题，来看待中美贸易争端，来看

待美国长期以来对中国的打压遏制围

堵和演变， 把它视为一场捍卫信仰和

主义之战、一场维系国运和复兴之战，

我们就不会迷失方向， 我们的心中就

有一种蕴积而生的底气与自信。

从《共产党宣言》谈中美贸易争端
———读《共产党宣言》有感

陆晓俊（机关党支部）

历史是兴衰，也是命运。

20 世纪的中国，救亡图存

与民族复兴是时代的主题，也

是自第一次鸦片战争被西方列

强用“坚船利炮”轰开国门而后

步步沦丧的中国， 无数仁人志

士不懈奋斗与追寻的目标。

《苦难辉煌》书写的就是

中国革命史中从 1917 年俄国

十月革命消息传入中国 ，到

1936 年西安事变前的历史事

件和人物，以国民党、共产党、

共产国际、日本军阀在中国大

地上发生的猛烈碰撞为背景，

全景式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面

对外部的围追堵截、内部的争

论妥协，从弱小走向强大，从幼稚走向成熟的一

段历史。 “回首向来萧瑟处”， 那些或成功或失

败的实践，彰显的都是真理的力量。

在历经诸如太平天国、维新变法、辛亥革命

等运动的先后失败，进化论、天赋人权论、民主

共和国方案统统破产，民族走到危急存亡之际，

十月革命的胜利吸引了中国先进分子的注意，

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混乱颓废的欧洲之间的对照如此鲜明。 而五四

时期，经过思想界关于“问题”与“主义”、社会主

义以及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三次著名论

战，通过社会主义者在学理上对阶级斗争、唯物

史观、剩余价值、社会主义含义、无产阶级专政

等理论做出的较为系统的阐述，使马克思主义

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得到了极大的推动，

最终形成了不可阻挡的历史大潮。

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经

济文化极其落后的社会， 无产阶级政党如何进

行新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没有现成的答案，所

以先驱们步步探索，在不断的试错与纠正之中，

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农村

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 这条道路走得如此

艰难，政治上的不成熟、缺乏对中国实际的深刻

认识、接受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共产国际指示神

圣化、 盲目照搬俄国经验……革命事业不断遭

受着挫折与失败，直到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迫

不得已开始了向湘西的突围， 也就是后来所说

的战略转移。 这次战略转移就是著名的两万五

千里长征。

共产党人的队伍曾经出现过两次大的动摇

与叛变，一次是 1927 年的“四一二 ”反革命事

变，另一次就是 1934 年的红军长征。 《苦难辉

煌》 用了大约 2/3 的篇幅写长征相关题材，因

为这实在是一条用生命与鲜血铺就的漫漫苦

难之路。 “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湘江战役惨烈如斯，“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

步从头越”的上阙是“马蹄声碎，喇叭声咽”，无

数年轻的生命倒在枪林弹雨下、 雪山草地上、

高山大河边。 但是肉体可以被消灭，精神不能

被打败。 那些一经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就坚定不

移、终身不悔的先驱们，“像那大江的流水一浪

一浪向前进， 像那高空的长风一阵一阵吹不

断”， 革命的理想和战斗的意志支撑着他们不

断向前、向前、向前。 因为信仰，所以坚持；因为

淬火，所以涅槃。

如今，时代的罡风早已远去，历史的考验却

不曾远离。 去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一

次典型的“灰犀牛”演变成“黑天鹅”的事件，传

播速度之快、感染范围之广、防控难度之大，为

新中国成立以来之最。 再观我们虹口，疫情防

控与经济社会发展两个战场的战斗早已打响，

尤其是北外滩开发建设序幕的拉开，更加需要

我们努力、奋进。

惟愿从长征所展示的足以照射千秋万代的

不死精神与非凡气概中所汲取的养分，成为我们

为新时代铸就新辉煌贡献勇气与力量的源泉。

因为，只有不屈不挠，才能掌握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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