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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民粹主义在中国的初始传播及其特点

鲁法芹　蒋 锐

摘　要：作为替代西欧资本主义的一种社会思潮和运动，俄国民粹 主 义 实 际 上 是 关 于 建 立 村 社 （农 业）社 会

主义的社会历史条件的理论，它催生了俄国社会主义运动。随着两次 “到民间去”运动的失败，特别是在１８７９年

民意党成立前后，俄国民意党人的政治斗争方式走上极端个人恐怖和暗 杀 的 道 路。之 后，随 着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进 一

步传播，到１９世纪末民粹主义在俄国已成强弩之末。而与此同时，以 《万 国 公 报》《西 国 近 事 汇 编》为 载 体 传 入

中国的有关俄国民粹主义思潮和运动的消息，其实指向的应是俄国民意 党，但 却 被 误 译 为 “虚 无 党”或 “虚 无 主

义”。因此，通过这一渠道传入中国的俄国社会主义思潮，实际上就是民粹主义，并对后来其他社会主义思潮在中

国的传播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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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学界主流话语中，民粹主义特指俄国革命民粹主义。从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早

期传播来看，人们对刘师培、孙中山、章太炎等人的民粹主义思想多有关注①。再往前，学界

在探讨中国近代无政府主义思潮时，一般顺便对 “虚无党”的传入进行粗略考察②，例如我国

台湾学者洪德先１９８５年发表 《早期国人对无政府主义的初步认识》等。有学者指出： “１９００
年 ‘虚无党’一词作为ｎｉｈｉｌｉｓｔ的对应词，从俄国经日本输入中国并首次出现在中文刊物 上，

在使用上常与 ‘无政府党’‘革命党’等混为一谈，在概念界定上多以党派归属或者暗杀手段

为指向。”③ 汉语中的 “虚无党”一词确是从日语转译而来，不过对这一 词 的 使 用 则 早 于１９００
年④，而此前有关ｎｉｈｉｌｉｓｔ的报道均为音译词，最早出现在１８７８年的 《西国近事汇编》以及国

人日记中，密集 出 现 于１８８０－１８８２年 的 《西 国 近 事 汇 编》和１８７９－１８８３年 的 《万 国 公 报》

中。众所周知，这一时期恰是俄国民意 党 人 最 为 活 跃 的 时 期。因 此，本 文 把 该 时 期 《万 国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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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西国近事汇编》以及国人日记中有关ｎｉｈｉｌｉｓｔ的报道，视为俄国民粹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初

始阶段。通过对相关报道内容的分析可以发现，自俄国传入中国的社会主义最初就是民粹主

义，特别是俄国民意党的活动及主张。

一、国内最早提及Ｎｉｈｉｌｉｓｔ

洪德先在 《早期国人对无政府主义的初步认识》一文中认为：“根据现存资料显示，国内

最早一篇报道有 关 俄 国 虚 无 党 活 动 的 文 章，刊 载 于 一 八 七 九 年 八 月 出 版 的 《万 国 公 报》上。

该文中称呼虚无党为 ‘尼赫力斯特党’，显然是直接由 ‘Ｎｉｈｉｌｉｓｔ’音译而来。……另外根据统

计，从一八七九年至一八八三年期间，于 《万国公报》里曾经出现过十篇报道虚无党活动的

文章。文章对虚无党的称谓各有不 同，称 谓 有：尼 希 利 党、尼 希 里 党 或 尼 赫 力 斯 特 党，但 是

显然皆是由音译而来的。”① 据我们考证，“尼赫力斯特党”一词确实最早出现于他所说的 《尼

党逆书》一文，只不过该文不是刊载于１８７９年８月的 《万国公报》上，而是刊载于１８８０年３
月１９日的 《万国公报》第５８１卷。其次，由于洪文并没有详列所提及的十篇文献的篇目来源，

这为本文继续挖掘和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空间。洪先生此文影响颇大，比如大陆出版的 《中

西文化交流史》中就写道：“虚无党一名，最早是基督教教会刊物 《万国公报》使用的译名。

１８７８年８月 《万国公报》发表的文章中，从英文音译作尼赫力斯特党 （Ｎｉｈｉｌｉｓｔ），意思是 ‘虚

无党’。从１８７９－１８８３年的五年中，《万国公报》一共发布了１０篇报道俄国虚无党派人暗杀沙

皇的消息，分别使用尼希利党、尼希里党或尼赫力斯特党的译名。”② 此外，洪文中的这一说

法亦被国外一些学者所关注和引用③。

然而据我们考证，作为ｎｉｈｉｌｉｓｔ的音译词，“那阿离斯党”一词最早出现于１８７８年的 《西

国近事汇编》（卷一），其中一则报道中说俄国 “民间有一那阿离斯党，即毁废一切之谓”。随

着洋务运动的开展，这一时期清廷派 员出使西洋进行考察的活动逐渐增多，而在他们的出使

日记中亦对ｎｉｈｉｌｉｓｔ的活动有所记载，如郭嵩焘的 《伦敦与巴黎日记》中记载了１８７８年俄国圣

彼得堡官员 “百利非得”、警察总监 “梅藏邹威”（今译为美津策夫）等人被刺事件④，张德彝

的 《随使英俄记》（１８７９）中对此亦多有提及⑤。在此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李凤苞在 《使德日

记》（１８７９）中首次将ｎｉｈｉｌｉｓｔ译为 “尼赫力士”⑥；黎庶昌在 《西洋杂志》中则把刺杀俄国沙

皇者称为 “索息阿利司脱尼喜利司木”，并 解 释 说： “索 息 阿 利 司 脱 者，会。尼 喜 利 司 木 者，

会之名。”⑦ 他这里所说的 “尼喜利司木”，也是ｎｉｈｉｌｉｓｍ的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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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揭示民粹主义的反君主专制色彩

１８７８年 《西国近事汇编》（卷一）在西历４月２５日至５月１日的一则报道中写道：“台姆

司报四月二十六日俄旧都墨斯科来信云：民间有一那阿离斯党，即毁废一切之谓。此党在俄

之南省渐充渐满，有秘密会自称。本政府出有告白，以示众人。”这里的 “那阿离斯党”就是

国内对Ｎｉｈｉｌｉｓｔ的最早音译。从这段文字描述来看，特别是其中提到 “俄之南省”，可能是指

１８７６年成立的 “北方革命民粹主义小组”（１８７８年更名为 “土地与自由社”）所开展的新一轮

“到民间去”运动，很 可 能 与１８７７年 发 生 在 乌 克 兰 的 “奇 吉 林 事 件”有 密 切 关 联①。稍 后，

１８７８年 《西国近事汇编》（卷三）在９月１９日至２５日的一则报道中又说：“俄国有一种乱党，

名纳赫埒，图谋不轨。各路巡捕，擒治置狱，俄代萨加谷地方，有多人谋劫狱。有新报三家，

亦其党也，务期政易民主，并联名上控俄廷，请派员查办购军械冒滥之弊。”这里所说的 “纳

赫埒”，亦是Ｎｉｈｉｌｉｓｔ的另 一 音 译。在 这 两 则 新 闻 报 道 中，前 者 称 虚 无 党 之 宗 旨 为 “毁 废 一

切”，后者称其主张 “务期政易民主”，均反映了其明显的反君主专制色彩。至于两则报道的

内容为何存在明显差距，个中原因不得而知。

巧合的是，在同时期 《万国公报》的相关报道中，虽将Ｎｉｈｉｌｉｓｔ意译为 “赛会”这一概念

模糊的词汇，但亦称其主旨为反专制主义：“夫俄之赛会，人未知其何意焉？盖即上之威权，

下不能心悦诚服耳。……必颠倒其国政而后止。”② 同时期张德彝日记中的记载，也是这样来

看待Ｎｉｈｉｌｉｓｔ的宗旨的：“迩来俄国新立一党，意欲改易国政”，原因在于 “国法太严，民受荼

毒，总由君上不明，廷僚贪墨之故”③。

尽管上述报道没有揭示出俄国民粹主义的社会主义属性，但认为它具有鲜明的反君主专

制色彩，倒也符合当时俄国民粹派的实际。众所周知，在１９世纪六七十年代，俄国民粹主义

主要有三派：以米 哈 伊 尔·巴 枯 宁 为 代 表 的 “暴 动 派”、以 彼 得·拉 甫 罗 夫 为 代 表 的 “宣 传

派”和以彼·尼·特卡乔夫为首的 “夺权派”。在经历了两次 “到民间去”运动的失败以后，
“夺权派”迅速崛起，逐渐发展成为主流派。与 “宣传派”和 “暴动派”相比， “夺权派”是

最为激进的一派，它主张放弃经济变 革优先的思想而把政治斗争放在第一位，主张对沙皇专

制制度采取直接的革命行动。不过，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准确地说，彼·特卡乔夫先

生不是巴枯宁主义者，即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而是自己冒充的 ‘布朗基主义者’”④。的确，在

《革命与国家》一文中，特卡乔夫用相当大的篇幅来论证 “革命应该由多少有知识的，有革命

思想的少数人来实现”⑤ 这一问题，主张实行革命家 “少数”对人民特别是农民 “多数”的领

导，逐渐走上了以 个 人 恐 怖 和 密 谋 方 式 夺 取 政 权 的 道 路。与 特 卡 乔 夫 组 建 “人 民 解 放 协 会”

几乎同时，另一个民粹主义组织——— “土 地 与 自 由 社”也 成 立 了。如 果 说 “夺 权 派”走 上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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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暴动之路是由于认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但不赞同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话①，那么 “土地

与自由社”中的激进分子特别是民意党人走上主张暗杀沙皇的道路，则更多是由于对 “自我

保护性质的行动”的极端化发展②。

从１８７９年起，至１８８１年亚历山大二世被炸死，民意党人先后组织了８次刺杀行动。刺杀

成功后，民意党人迅即发表文告声明：只有亚历山大三世厉行民 主 改 革， “凭 人 民 之 意 志 而

行，庶几巩固国基，辑和上下，吾党亦当戒躁急之举动，以谋平和之幸福”③，才会停止恐怖

行动。这一事实可能影响了 《西国近事汇编》 《万国公报》对民意党反专制主义之 性 质 的 判

断。１８８７年３月１日刺杀亚历山大三世未遂，这一事件标志着民意党及其组织活动正式退出

了俄国历史舞台。

三、赋予民粹主义以 “社会主义”属性

通过上文的考察可以看出，尽管今人已熟知 Ｎｉｈｉｌｉｓｔ应译为 “虚无党”，但 “虚无党”一

词最初其实指的 是 俄 国 民 意 党，这 实 属 误 解。正 因 如 此，国 内 时 人 把 民 意 党 混 同 于 虚 无 党，

把民粹主义混同于无政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甚至共产主义，就成了俄国民粹主义最初传入

中国时的基本背景。

（一）国人日记中有关民粹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记载

在１８７８年１月２日的日记中，李凤苞不仅将Ｎｉｈｉｌｉｓｔ音译为 “尼赫力士”，而且将其视同

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即 “平会”： “德国查屡次谋杀之 ‘平会’，西语 ‘莎 舍 尔 德 玛 噶 里’，

各国皆有之……瑞 士 为 民 政 国，故 混 迹 尤 多。在 俄 者 曰 ‘尼 赫 力 士’，在 法 者 曰 ‘廓 密 尼

士’。”④ “莎舍尔德玛噶里”“尼赫力士”“廓密尼士”即分别是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Ｎｉｈｉｌｉｓ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的音译词。在１８７８年１２月５日记述德皇遇刺事件时，李凤苞又写道：“先是欧

洲有 ‘莎舍尔德玛噶里会’，译言 ‘平 会’，欲 天 下 一 切 平 等，无 贵 贱 贫 富 之 分。其 愚 者 遂 以

为夷灭君相，则穷黎皆得饱暖，故屡刺德君。”⑤ 这里的 “莎舍尔德玛噶里会”就是指德国社

会民主党，“会”即Ｐａｒｔｙ。在他看来，社会民主党就是主张平等的党，与虚无党、共产党属

于同样性质的政治组织。

巧合的是，黎庶 昌 在 《西 洋 杂 志》中 也 曾 用 “平 会”这 一 名 称 来 指 称 俄 国 虚 无 党。在

“俄皇遇刺”一节中，黎庶昌写道： “俄皇……横征无度，事皆独断独行，又不设立议院，民

情不能上达，素为国人所忌。其国有名 索 息 阿 利 司 脱 尼 喜 利 司 木 （索 息 阿 利 司 脱 者，会。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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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１８７４年彼·特卡乔夫在 《致弗·恩格斯的公开信》中说：“我们完全拥护欧洲工人政党的社会主义基本原

则，但不赞同它的策略，也从不赞同而且也不应该赞同只通过实践和革命斗争 实 现 这 些 原 则 的 方 式 （至 少 是 以 马

克思和恩格斯先生为首的派别所采取的方式）。我们国家的情况非常特殊，它与西欧任何一个国家没有任何共同之

处。西欧国家采取的斗争手段对于我们至少是不适用的。我们需要特殊的革命纲领，它在一定程度上与德国不同，
因为德国的社会政治条件与俄国不同。”见张静译 《彼·特卡乔夫致弗·恩 格 斯 的 公 开 信》，载 《当 代 世 界 社 会 主

义问题》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马龙山、刘建国：《俄国民粹主义及其跨世纪影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５５、１６２页。
独头：《俄人要求立宪之铁血主义》，载 《浙江潮》第４期，１９０３年５月１６日。
李凤苞：《使德日记·使西日记 （外一种）》，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５１－５２页。
李凤苞：《使德日记·使西日记 （外一种）》，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３５页。



喜利司木者，会之名）者，译言 ‘平会’，欲谋害俄皇者屡矣。”① “索息阿利司脱”“尼喜利司

木”分别是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Ｎｉｈｉｌｉｓｍ”的音译词。也就是说，他认为Ｎｉｈｉｌｉｓｍ乃是一个社会主义

政党的名称，或者说是社会主义政 党 的 一 种，是 一 个 主 张 平 等 的 政 党，即 “平 会”。事 实 上，

炸死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乃是苏菲亚·佩罗夫斯卡娅领导的俄国民意党人，而民意党又是从

民粹派秘密组织之一 “土地与自由社”分裂出来的一个激进党派，主张推翻帝制、建立农村

公社，以社会主义为旗号鼓动民众。因此，李凤苞所谓 “尼赫力士”，黎庶昌所谓 “尼喜利司

木”等，其实指的是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俄国民意党。
（二）《西国近事汇编》《万国公报》有关民粹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报道

早在１８７５年，《西国近事汇编》（卷二）在西历７月３０日至８月５日的一则报道中，就曾

报道过有关俄国民粹派的活动： “俄礼部以境内有奸民，创为贫 富 均 财 之 说，欲 藉 其 本 境 殷

富，夺其资财，以予贫乏，是相率而出于乱也。邪说诱民，莫此为甚。”１８７５年是俄国民粹派

开展第二次 “到民间去”运动的头一年。这则报道称其 “创为贫富均财之说”，显然是认为它

具有 “社会主义”的属性。

同一时期 《万国公报》的有关报道中，将俄国民粹主义组织称作 “赛会”“赛党”“党会”

等，同样认为它是 “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组织②。不仅如此，《万国公报》还把民粹主义与

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反专制主义视为同类，在１８７８年７月１３日的 《结党起衅》，７月２７
日的 《俄国赛会》《赛会民叛》《皇帝受伤》，以及８月２４日的 《法德二国党会》中，分别介绍

了美、俄、法、德四国的 “赛会”，即社会主义政党。例如 《赛会民叛》称欧美 “赛会”之宗

旨 “无非欲颠倒国是，令高低贫富归于一式”， 《法德二国党会》称法国 “党会”之目标在于

“释作工者今为奴仆之微”，并说 “党 会 初 衰 于 法 国，后 又 兴 于 德 国。有 士 壮 胆 大 论 政 学，彼

成工作之议会，以灭有财之类”。也就是说，无论民粹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这些

所谓 “党会”大同小异，其 “所恃之法，无非颠倒国政教事而已，并以产、业两夺之耳，第

言生前有福死后不计焉”。

总之，这一时期的文献中基本上是把民粹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把

虚无党等同于民意党，把民粹主义等同于无政府主义甚至共产主义，则是不正确的。

四、《西国近事汇编》《万国公报》关于民粹主义报道的特点

尽管 《西国近事汇编》早在１８７５年就提及俄国民意党，但根据文献检索，直到１８７９年该

刊并没有对其进行专门报道，１８８０年有６次报道，１８８１－１８８２年间有４８次，１８８３年后又没

有了。相反，这一时期的 《万国公报》则对民意党人实施的一系列暗杀活动进行了持续不断

的报道。二者报道的特点也有所不同，整体上看，《西国近事汇编》对俄国民粹主义特别是民

意党实质的认识程度要高于 《万国公报》。

首先从译名看，《西国近事汇编》最早将Ｎｉｈｉｌｉｓｔ译为 “那阿离斯党”，但在 《万国公报》

刊载的 《尼党逆书》等文将Ｎｉｈｉｌｉｓｔ译 为 “尼 希 利 党” “尼 希 里 党”或 “尼 赫 力 斯 特 党”后，

它也采用了这些译名。例如１８８１年的 《西国近事汇编》 （卷 三）曾有两次报道明确提及 “那

阿离斯党”就是 “尼希利党”：一是西历１０月１日至７日的报道中说 “俄国巡捕查获那阿离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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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庶昌：《西洋杂志》，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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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即尼希利）党魁之巢穴，捕获党徒六十人”；二是在西历１０月８日至１１月４日的报道中

说 “俄国电报局内亦有那阿利斯得 （即尼希利）党人，故凡俄皇举动，皆为邪党侦之”。这似

乎表明，《西国近事汇编》在试图与 《万国公报》争夺 “译名权”。再如，在１８８０年的６次有

关报道中，《西国近事汇编》还使用了 “民党”一词来指称Ｎｉｈｉｌｉｓｔ，而 《万国公报》在 《尼党

逆书》中则将Ｎｉｈｉｌｉｓｔ称为 “乱党”“逆党”“叛党”，这似乎表明两刊在政治倾向上有所不同。

还有，《西国近事汇编》最早把Ｎｉｈｉｌｉｓｔ称为 “党”，这种理解也略胜 《万国公报》一筹。后来

《万国公报》似乎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在 《尼党逆书》中进行了更正：“俄国尼赫力斯特

党，聚众逞乱，图杀俄皇，凡有所闻，亦已 随 时 登 报。兹 又 于 西 报 中 阅 悉 去 年 西 历 十 二 月 十

二日，俄皇忽于寝室案头得 一 书，询 之 内 侍，均 不 知 从 何 而 来，亦 不 知 何 时 所 置。启 视 之，

尼党之逆书也。”据我们查证，在 《万国公报》关于１８７９年４月２日亚·索洛维耶夫谋刺亚历

山大二世以及随后民意党人炸毁亚历山大二世专列的一系列报道中，都是把刺杀沙皇视为一

种个人行为，大多将刺杀者或主谋者称为 “刺客”，字里行间虽透露出民意党人具有反专制主

义特点，但却看不出它具有 “社会主义”性质。但自 《尼党逆书》之后，《万国公报》不再称

民意党人为 “刺客”，而开始称之为 “尼赫力斯特党”“希利尼党”“尼西里乱党”“尼希利党”
“尼希党”等，表明它对Ｎｉｈｉｌｉｓｔ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

其次，《西国近事汇编》在译介Ｎｉｈｉｌｉｓｔ这个 “民党”的同时，还首次提及俄国民意党的

杂志 《民意报》：“俄国那阿离斯德党造言煽乱，设一新报，取名 《民意》，言百姓同心抵拒虐

政也。”① 这表明它已认 识 到 民 意 党 的 宗 旨 在 于 表 达 人 民 意 志，反 对 专 制 政 府。例 如１８８０年

《西国近事汇编》（卷二）在西历５月２９日至６月４日的一则报道中说：“俄国民党之人著论数

通，布告远近，其大略仍以易政体设议院为主，郡邑守令悉由土著人民公举，军制亦拟取法

欧洲云云。按党人所言，如此盖冀王之改悔舍旧图新也，倘不俯从其言，彼芸芸者乘势起兵，

一旦得志，必逐其 君，废 其 朝，该 易 民 政，悉 如 美 国 规 模 而 后 已。”从 这 段 叙 述 来 看，这 个

“俄国民党”的政治纲领确与 “土地与自由社”的纲领比较接近。不仅如此，《西国近事汇编》在

这一时期还有三次提及当时的俄国民粹派代表人物克鲁泡特金，译为 “克拉霸京”，并将其归属

于 “那阿离斯德党”，称 “该党人对天立誓，若不令国家咸与维新，则弑逆之谋决无中止”②。

再次，《西国近事汇编》和 《万国公报》都认为俄国民意党人的影响已波及整个欧洲，并

将其与西欧的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或无政府主义政党视为同类。如１８８１年 《西国近事汇

编》（卷二）在西历６月１８日至２４日的报道中称：“奥国人民效尤俄国尼希利党思变王朝为民

政，近有事泄，被获者捕吏廉得所印新报，毁谤朝廷，视俄党为尤 甚。”再 如１８８２年 《西 国

近事汇编》（卷三）在西历１０月２３日至２９日的一则报道中说：“法国拉恩斯地方沙歇力斯党

人起乱，人心惶惧，法国家现已添兵防守云。按法国沙歇力斯党与俄国那阿离斯德党、英国

阿尔兰省斐宁 党 相 似，均 以 谋 乱 为 事。”这 里 所 说 的 法 国 “沙 歇 力 斯 党”就 是 指 社 会 主 义 政

党，是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的音译；英国 “斐宁党”所指不详，大概是指费边社会主义者。同样，《万国

公报》也认为法国之所以屡发 “乱事”，是受到避难于此的俄国民意党人的影响：“法兰西巴

黎斯 京 城 遍 国 中 匿 名 揭 帖，声 言 攘 位，猖 獗 非 常。该 逆 首 俄 罗 斯 人 也，离 俄 奔 法，寄 居

于此。”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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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　语

在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传入中国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中，无政府主义思潮独占鳌头，其中

又以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思想学说为主。由于巴枯宁、克鲁泡特金同时也是当时俄国民粹

主义的代表人物，所以在他二人的思想中民粹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是杂糅在一起的。正因如此，

俄国民粹主义思潮在这一时期受到中国思想界的特别关注也就不足为奇了。

作为一种替代资本主义的思想学说，无政府主义最早发端于１８世纪末的欧洲，到１９世纪

中叶成为一种较 完 备 的 思 想 理 论 体 系，主 要 代 表 人 物 有 威 廉·葛 德 文、蒲 鲁 东、施 蒂 纳 等。

巧合的是，这一时期恰是以赫尔岑为代表的民粹主义思潮在俄国兴起的时期，并随着１８６１年

农奴制改革的开展而成为俄国思想界的主流思潮，同时催生了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在此背景

下，１８６２年出版的屠格涅夫小说 《父与子》使 “虚无主义”这一词汇作为俄国民粹主义的同

义语迅速流行开来，并 逐 渐 “演 变 成 激 进 主 义 的 别 名，它 可 以 被 用 来 表 述 各 种 ‘左’倾 思

潮”①。由于两次 “到民间去”运动的失败，俄国民粹派迅速发生分化，其斗争策略也发生了

实质性变化，以政治斗争取代了先前的经济变革优先纲领，特别是从 “土地与自由社”分化

出来的民意党人，则更是走向了个人恐怖与暗杀的极端道路。随着俄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

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到１９世纪末民粹主义在俄国已成为强弩之末。但此时 《西国近事汇

编》《万国公报》及国人日记在介绍这一思潮时，却误将民意党人及其主张译成了 “虚无党”

“虚无主义”，从而混淆了虚无党与民意党的区别，以及虚无主义 （即民粹主义）与无政府主

义、社会民主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区别。因此，在这一时期被介绍到中国的各种社会主义思

潮内涵不清、边界模糊、概念含混、难 以 辨 别，是 一 个 很 显 著 的 特 点，且 对 后 来 各 种 社 会 主

义思潮的进一步传播产生了很大影响和干扰。例如，在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社会主义传入中

国后，围绕 科 学 社 会 主 义 与 民 粹 主 义 之 关 系 的 争 论 就 不 曾 间 断，一 直 延 续 到 新 中 国 成 立

以后②。

关于民粹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１８７４－１８７５年间发生

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与俄国民粹主义 “夺权派”代表人物特卡乔夫之间的一场争论，或许能

给我们以方法论启迪。针对当时俄国民粹派从农民小生产的立场出发，因惧怕资本主义发展

而痛恨和批判资本主义，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明确指出：“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

现的变革，简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来建立新的社会

组织。为此不但需要有能实现这个变革的无产阶级，而且还需要有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

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发展到甚至对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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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程度，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

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可以持续下去，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

甚至倒退。但是生产力只有在资产阶级 手中才达到了这样的发展程度。可见，就是从这一方

面说来，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因此，

谁竟然断言在一个虽然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那

就只不过证明，他还需要学一学关于社会主义的初步知识。”①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来都是从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来推导未来社会发展的，认为不同的所有制关系及其实现形

式必须与特定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这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在当今中国，从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

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与民粹主义关于建立村社 （农业）社会主义的理论主张有着本质

不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

展历史逻辑的辨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

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必由之路。”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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