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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1984年，革命国际主义运动组织（RevolutionaryInternationalistMovement）建立起来了。它旨在

聚集全世界的毛主义革命者，为创造一个没有剥削压迫、没有帝国主义、没有阶级分裂的社会——共

产主义社会——而奋斗。自从我们的组织建立以来，我们为了人类的幸福和解放已奋斗多年。今天，

在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的日子里，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我们肩上的责任。因此，我们向全世

界无产阶级以及其他被压迫的群众声明：我们的指导思想，是马列毛主义！

我们组织的建立，是以 1984年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theSecondConferenceof

Marxist-LeninstPartiesandOrganisations）通过的《革命国际主义运动宣言》为基础的。《宣言》坚

决维护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它基本上正确地阐述了共产主义革命者在各国范围内与

全世界范围内的任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以及其他的重要问题。今天我们重申，在我们深化

理解我们的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在我们的联盟不断成长的过程中，《宣言》将始终是革命国际主义运

动的坚实基础。

《宣言》正确地强调“毛泽东同志的理论是马列主义科学的质的飞跃”，并断言他把马列主义提高到了

一个新的高度。然而，《宣言》中“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措辞却提醒我们，我们对马

列主义发展的这个“新高度”仍然没有一个彻底的理解。在过去的九年中，革命国际主义运动内部掀

起了一场持续时间长却收获颇丰且思想彻底的大讨论——这场讨论的目的，正是在于更完全地掌握

毛泽东同志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贡献。与此同时，革命国际主义运动中的党派和组织，以及革命

国际主义运动这一整体，也投入到了反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革命斗争当中。其中最重要的是，

由秘鲁共产党（CommunistPartyofPeru）领导的人民战争（People'sWar）为世界革命提供了鲜活

生动的经验，这场战争成功动员了数以万计的群众，横扫了全国范围内的许多地区，并且建立了工

农割据政权。这些进步，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使我们能够进一步地理解无产阶级的观念体

系，并在此基础上迈出影响更为深远的一步——认识到马列毛主义乃是马克思主义更高级的发展阶

段。

马列毛主义——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更高阶段

毛泽东同志详尽阐述了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许多关键论点，但毛主义却不仅仅是毛泽东巨大贡献的

简单加和。恰恰相反，它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全方面综合发展。马列毛主义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

发展到一个更高阶段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它以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

验为现实基础，在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努力下，经历了从马克思主义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再到马

列毛主义的发展过程。一旦与群众结合，它就成为无产阶级不可战胜的武器，帮助他们通过革命的

实践认识和改造世界。马列毛主义是一种普遍适用的、富有活力的科学体系，随着革命实践以及人

类知识的不断进步，它也在不断地丰富自身的内容。同时，马列毛主义也是一切修正主义和教条主

义的敌人。——由于它所具有的的真理性，它近乎无所不能。

卡尔·马克思

大约 150年前，卡尔·马克思最先创造了革命的共产主义理论。在其战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帮助

下，他详尽地阐述了一个崭新的哲学体系：包括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以及关于人类社会的基本规

律的学说——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开创了全新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它不仅揭示了现行经济制度对于无产阶级的剥削，还阐述了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和无政府倾向。可以说，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造就了马克思的革

命理论，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反过头来为阶级斗争服务。除此以外，马克思与恩格斯还建立了第一

国际，并共同撰写了《共产党宣言》——它的那句脍炙人口的名言现在仍然回响在我们耳边：“全世界

无产者，联合起来！”马克思对 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格外重视，并在其著作《法兰西内战》中总结了

公社——无产阶级夺去国家政权的第一次伟大尝试——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教训。马克思力图启

发全世界无产阶级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通过社会革命夺去政权，并利用新政权——无产阶级专政



——改造社会条件，使社会分裂为敌对阶级的那种经济基础被彻底消灭。因此，马克思坚决地与工人

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进行斗争。这些机会主义者认为，阶级斗争的目的应当仅限于提高“工资奴隶”

即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而不应该改变雇佣奴隶制本身。

上述这些政治立场、思想观点和方法统称为马克思主义，它代表了无产阶级思想体系发展史上的第

一块里程碑。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在领导俄国的革命运动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列宁将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一个

全新的高度。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最突出的贡献是，他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的

种种情况。列宁对理论告诉我们，现代世界被划分为两极：一极是少数的帝国主义国家，另一极则是

大量的被压迫被殖民的落后国家；此外，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必然

爆发重新分割世界的周期性战争。因此，列宁将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称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

的时代。列宁创造了全新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它是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群众夺取政权的不可缺

少的武器。最重要的是，在将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发展到一个全新阶段的同时，列宁还成功地领导

了 1917年的十月革命：夺取政权、掌握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开

天辟地的第一次。列宁还领导了针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生死斗争。这些修正主义分子背叛了无产

阶级革命，甚至狂吠着要求工人在世界大战中保卫他们的帝国主义“祖国”的利益。反对修正主义的

斗争以及十月革命的炮火，给世界各地被压迫的劳动群众送来了共产主义，将他们团结在无产阶级

革命的旗帜之下。正是在这样的革命浪潮之下，第三国际（或共产主义国际）最终建立起来了。

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发展，代表着无产阶级思想体系的第二次飞跃。列宁逝世以后，约瑟

夫·斯大林领导了反对国内反动势力的斗争，有力地保卫了无产阶级专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

又领导苏联人民粉碎了帝国主义侵略者对苏联的进犯。在巩固政权的同时，斯大林还厉行社会主义

改造，将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推进了一大步。在国际上，斯大林在第三国际中为世界性的共产主义

运动而奋斗，并最终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二块里程碑的地位。

毛泽东

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数十年生涯中，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世界性斗争中，特别是在从理论上和实践

上探索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

到了一个更新的，同时也是更高的阶段。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

与科学社会主义——均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毛泽东曾经说过：“枪杆子里出政权。”在艰辛的理论探索和人民战争的实践当中，毛泽东将无产阶级

的军事理论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毛泽东告诉我们，战争的决定性因素不是武器装备，而是人。他

把他的军事理论置于阶级分析的坚实基础之上，深刻地指出：每种战争之特性、目标与意义，都以其

阶级性质为转移。他指出，所有的军事理论都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为了形成

能够发挥自身优势的军事战略和战术，革命的无产阶级必须依靠群众的积极性，调动革命群众的首

创精神。毛泽东确立了根据地建设的指导思想：关于夺取根据地和系统建设根据地政权的方针政

策，是调动群众积极性、发展革命武装力量以及壮大革命势力的关键；为了推进革命战争，他还坚持

领导根据地群众开展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改造运动。毛泽东指出，应该由党来指挥枪，而不是由

枪来指挥党，党必须成为发起和引导革命战争的发动机。他强调，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暴力革

命来夺取政权。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它必

须结合具体情况才能得到很好的应用——特别是在现时代，必须考虑帝国主义国家和落后国家的两

种不同的革命道路。

毛泽东解决了如何在被帝国主义控制的落后国家开展革命的问题。他为中国革命设计的蓝图，不仅

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无产阶级革命作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而且在那些同样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

的民族解放运动中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它的精髓包括：延伸人民战争的阵线，采取农村包围城

市的战略，把武装斗争作为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把党指挥的人民军队作为组织群众的主要形式；

与此同时，必须调动农民阶级，尤其是贫农阶层的积极性，必须积极地开展土地革命；此外，在共产

党的领导下建立统一战线，广泛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推进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



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它是在第一阶段革

命胜利以后立即开展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前提。毛泽东还提出了革命“三大法宝”的论点，这三大

法宝包括：党、人民军队以及统一战线——它们在是任何一个国家开展革命所不可缺少的利器。当

然，它们必须根据各国的特殊情况和不同的革命道路，采取具体的形式。

毛泽东极大地发展了无产阶级的哲学体系——辩证唯物主义。他格外强调哲学中矛盾理论的地位：矛

盾，即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支配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基本法则。他指出，任何事物的同一性都是

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面之间的斗争却是无条件的、绝对的——这导致了统一物的裂解和事物发展

过程中的飞跃。毛泽东灵活地运用他对矛盾的这种理解，成功地解决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他着

重指出，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和真理性认识的评判标准，而理论也必须通过实践，才能够获得真正的

飞跃。这样一来，毛泽东进一步地发展了无产阶级哲学的认识论。毛泽东不仅是一个出色的理论家，

更是一个优秀的宣传家，他主张哲学与群众的结合，主张哲学的通俗化——例如，他用“一分为二”的

妙语来反对修正主义者“二合为一”的形而上学论点。

毛泽东深化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一哲学观点。他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

干问题》中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

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

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

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他着重阐明了物质可以转化为意

识，同时意识也能够转化为物质这一深刻的真理。这加深了人们对于主观能动性在人类实践诸领域

中所起到的作用的理解。

毛泽东还领导了反对以赫鲁晓夫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的世界性斗争。面对修正主义的非难和挑衅，

他坚决地捍卫了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政治路线，并呼吁全世界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与修正主义

势力决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为基础组建无产阶级政党。毛泽东以其极具洞察力的思想，考

察了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经验教训，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弊端和积极成果。在捍卫斯大林的卓

越贡献的同时，毛泽东也客观地指出了斯大林犯下的错误。在此基础上，他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革

命的经验，概括了反对党内修正主义司令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不难发现，作为一个哲学大师，毛

泽东灵活地运用了唯物辩证法，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种种矛盾。

毛泽东指出，无论是在夺取政权以前、革命过程中还是革命以后，共产党都必须扮演无产阶级先锋

队的角色，引导无产阶级群众投入到反对资本主义、争取共产主义的历史性斗争中。毛泽东发展了

关于如何永葆无产阶级政党之革命本色的理论。他指出，应通过积极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来消

灭队伍中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潮，应积极改造党员的思想意识；同时，必须坚持批评和自我

批评，坚持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以反对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暗流。毛泽东还指出，一旦

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共产党成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党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就会成为社会主

义内在矛盾的集中体现——这些矛盾体现了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特征。

毛泽东对于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也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深入地研究了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及其与

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结构之间的关系。他指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在

社会主义制度下，公有制的内容和形式必须是统一的。他强调社会主义所有制体系与生产关系的其

他两个方面，即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分配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毛泽东发展了列宁关

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的论点，并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路线和意识形态决定了无产阶级

能否真正掌握生产资料。相反，修正主义的兴起则意味着资产阶级的复辟；而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在

矛盾则意味着，一旦走资派控制了政权，全面的资本主义复辟对他们而言就变成极其简单的事。他

深刻地批判了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认为包括意识在内的上层建筑也能够改造经济基础，政治力

量也能够发展生产力。这些论断鲜明地体现在毛泽东的口号“抓革命，促生产”当中。

毛泽东发起和领导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一次重大飞

跃。鉴于此，毛泽东领导无产阶级群众站起来反对走资派，将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意志传播到社会

生活的各个领域——这些领域，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仍保留了剥削阶级的残余及思想。这场大革

命的胜利，在未来的十年之内阻止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复辟，同时，它也极大地推进了经济、教育、文

学艺术、科学研究以及其他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人民群众铲除了滋生资本主

义的土壤，例如资产阶级法权和三大差别——城乡之间的差别、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差别以及脑力劳动

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在残酷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中，数以百万计的工农革命群众大大地增强



了他们的阶级意识，强化了他们对于马列毛主义的掌握，并且磨练了掌握和使用政权的能力。由此

观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是无产阶级世界性斗争的一部分，也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试炼场。

毛泽东深刻地揭示了革命政党领导与发动并依靠革命群众的辩证关系，并力图把二者统一起来以实

现无产阶级专政。这样一来，强化无产阶级专政就不仅仅是几个革命家的事情，而是迄今为止最广

泛而深刻的民主实践。在这波澜壮阔的民主实践中，涌现出像江青和张春桥这样的革命领袖。他们

与革命群众站在一起，领导他们高举马列毛主义的大旗，与修正主义作斗争——尽管他们面对的是残

酷的失败。

列宁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伟大的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的光芒照耀下，列宁指出的这条界线变得更加明晰了。现在，我们可以说，只有承认阶

级斗争，同时也承认阶级的客观存在，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的存在，以及党内资产阶级势力的客

观存在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同时切莫忘记，在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内，在无产阶级专政的

条件之下，都将存在着持续不断的阶级斗争。就像毛泽东所强调的那样：“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

变成修正主义。”

1976年，在由华国锋和邓小平策划的反革命政变得逞以后，中国资本主义实现了复辟。但它丝毫不

能动摇毛泽东主义的真理性，也不能抹杀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性成就与宝贵的经验教训；恰恰相反，

它证明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内在矛盾的理论之科学性，也证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必要

性。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也是一部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的革命史诗。尽管我们的革命事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场大革命给我们留下的许多宝贵的经验教

训仍然是极有教益的，我们的革命运动从这些经验教训中获益匪浅。例如，思想改造是无产阶级夺

取政权的基础性工作，这一论点已经被我们广泛地运用。

马列毛主义：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座里程碑

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了多领域、全方位的发展，但是，只是在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当中，马克思主义才获得了巨大的飞跃——发展为马列毛主义而达于其第三座

里程碑。从马列毛主义发展的这一更新的成果出发，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就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先前

几位伟大导师教导，甚至能够更加深刻地掌握毛泽东早年的理论成就。在今天我们甚至可以说，没

有毛泽东主义，就没有彻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否定毛泽东主义，就是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本身。

无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每个突破性成就，都遇到了顽固的抵抗；只有通过激烈的斗争，通过在革命实

践中的应用，才能够获得群众的认可。

如今，世界上数以百万计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群众正日益增加地投入到反对世界帝国主义体系和一

切反动势力的斗争中来。在这片革命的战场上，群众正在寻找一面代表他们的旗帜。我们共产主义

者必须大胆地运用我们的理论武器，并将它更为广泛地传播到群众当中。这样就能进一步地调动革

命群众的积极性，组织他们的武装力量，达到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目的。为实现上述

目标，我们团结在革命国际主义运动旗帜下的各马列毛主义政党，应当在我们过去不曾存在的地方

扎下根来，在革命组织已经存在的地方变得更加强大，以便准备、发动和坚持人民战争，直至夺取政

权，实现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群众的利益。因此，我们必须坚持、捍卫、运用——这是最重要的——马列

毛主义。同时，我们必须推进以马列毛主义为基础的新型共产主义国际的建立——没有这种利器，世

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便不能取得成功。

毛泽东曾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遵循毛泽东同志的教

诲，革命国际主义运动向来以促进群众性斗争为出发点，号召全世界革命者和无产阶级群众学习掌

握马列毛主义。这种彻底解放的、具有极高党性的思想体系必须为无产阶级和所有被压迫群众掌

握，因为只有马列毛主义才能使群众性的斗争横扫数千年被剥削被压迫的噩梦，迎来共产主义的曙

光！

高举马列毛主义的伟大旗帜！

1993年 12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