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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十月革命最伟大的历史贡献是为人类社会开辟了一条崭新的发展道路ꎮ 十月革命虽始于苏俄ꎬ但惠及世界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十月革命道路的延续与创新ꎮ 近三十多年来ꎬ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取得的震惊世界的伟大成就ꎬ
进一步夯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实践基础ꎬ但同时也存在抹黑、否定十月革命、诋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

史虚无主义思潮ꎬ对此必须坚决予以驳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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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０ 年前的 １１ 月 ７ 日(俄历 １０ 月 ２５ 日)ꎬ“阿
芙乐尔号”巡洋舰上的隆隆炮声至今仍在历史的天

空回响ꎮ 然而ꎬ今天的世界形势跟 １００ 年前相比已

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ꎮ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ꎬ世界

社会主义运动至今仍处于低潮ꎬ人们对俄国十月革

命的评价也褒贬不一ꎮ 有人认为ꎬ柏林墙的倒塌标

志着所谓的“历史的终结”ꎬ十月革命成为了历史上

已经翻过的一页ꎻ有人甚至认为十月革命是一个

“历史悲剧”ꎮ 但是“过时论”、“悲剧论”既不能正

确解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ꎬ也无法解释十月革命后

苏联取得的历史成就ꎬ更无法解释中国的快速崛起ꎮ
事实上ꎬ中国之所以取得震惊世界的成就ꎬ并不是历

史的偶然ꎬ而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十月革命的指引下ꎬ
不忘初心ꎬ排除各种干扰ꎬ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的结果ꎮ 因此ꎬ在十月革命胜利 １００ 周年

之际ꎬ正确认识十月革命的历史地位ꎬ坚定十月革命

所抱定的理想信念ꎬ对于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自信以及不断开拓前进仍具有重要意义ꎮ

一　 十月革命最伟大的历史贡献是开启了人类社会

发展的新道路

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和最伟大

的转折点ꎬ十月革命的胜利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

下的局面ꎬ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ꎬ使一种崭新的社

会制度由理想变为现实ꎬ并开辟了一条通向社会主

义的全新道路ꎮ 如果说马克思指明了这一道路ꎬ那

么十月革命则开启了通往这一道路的进程ꎮ 正如列

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纪念文章中指出:“我们已

经开始了这一事业ꎬ坚冰已经打破ꎬ航路已经开通ꎬ
道路已经指明ꎮ” [１] 十月革命的道路是通向社会主

义的道路ꎬ“是全人类发展的共同的光明大道ꎮ 十

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ꎬ
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 [２]ꎮ １９５７ 年ꎬ在社

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通过的«莫斯科宣

言»中提出了:“我们时代的主要内容是俄国伟大十

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

过渡ꎮ” [３] 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在于十月革命是发

令枪、是扳道工、是播种机ꎬ从而开创了一个新纪元、
一个新时代ꎮ

首先ꎬ十月革命是俄国乃至世界人民奔向社会

主义的发令枪ꎮ 在列宁的领导下ꎬ十月革命打响了

俄国工人武装起义的第一枪ꎮ 对于俄国而言ꎬ十月

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ꎬ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ꎬ解放了广大俄国劳

动人民ꎬ让俄国人民看到了新的希望ꎮ 对于世界范

围内广大受压迫的国家而言ꎬ十月革命开辟了世界

社会主义运动的新航线ꎬ打破了资本主义横行霸道

的垄断地位ꎬ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ꎬ极大地鼓舞了

其他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的革命热情ꎮ 它在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消灭了剥削压迫的不平等社会ꎬ
第一次尝试建设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的美好社

会[４]ꎮ 十月革命的胜利成功论证了科学社会主义



理论的正确性并丰富了这一理论ꎬ并使社会主义由

理想变为现实、由理论变为制度ꎬ极大地推动了世界

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５]ꎮ
其次ꎬ十月革命是历史列车走向社会主义道路

的扳道工ꎮ 在十月革命发生之前ꎬ广大俄国劳动人

民一直深受资本主义与封建农奴制的压迫ꎬ而十月

革命改变了俄国历史的发展方向ꎬ推翻了沙皇统治

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ꎬ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

权ꎬ成功地用社会主义的方式扭转了整个俄国的命

运ꎬ对俄国甚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

的影响ꎮ 十月革命就是这样一个扳道工ꎬ成功地让

历史的火车摆脱资本主义的窠臼而转入社会主义轨

道ꎮ 十月革命成为了俄国历史上一次最伟大的转折

点ꎬ它也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里程碑ꎮ
其三ꎬ十月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播种机ꎮ 一是

十月革命传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种子ꎮ 马克

思列宁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ꎬ是贯穿整个

十月革命的指南针ꎬ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ꎬ十
月革命就无法取得胜利ꎻ而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伴随

着十月革命的胜利而传播得更加广泛、更加深远ꎮ
十月革命像一台高效的播种机ꎬ使得马克思列宁主

义的思想种子迈出欧洲ꎬ冲出俄国ꎬ播撒到全世界ꎬ
为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指明了正确的方

向ꎬ对中国革命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ꎮ 正如毛泽

东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ꎬ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

列宁主义ꎮ 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

的先进分子ꎬ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

运的工具ꎬ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ꎮ” [６] 二是十月革命

播撒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种子ꎮ 十月革命胜利后ꎬ在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引下ꎬ世界各国无产阶级与长

期处于压迫下的劳苦大众陆续加入了革命大军ꎬ掀
起了一系列革命浪潮ꎬ许多国家跟中国一样ꎬ建立了

共产党ꎬ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ꎬ沉重地打

击了帝国主义和整个资本主义阵营ꎮ 可以说ꎬ没有

十月革命ꎬ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不可能传播得如此的

迅速ꎬ如此的深入人心ꎬ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就不会

这么迅速的到来ꎮ

二　 中国道路是十月革命道路的延续与创新

十月革命道路的实质是以社会主义新道路代替

资本主义旧道路ꎮ 纵观中国的近代历史进程ꎬ为了

解决两大历史任务———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
实现国家富强与人民富裕ꎬ各界仁人志士提出了多

种救国方案ꎮ 从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ꎬ
到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戊戌变法运动ꎬ再到孙中山

领导的辛亥革命ꎬ都没能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

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ꎮ 这些曲折的历史进程表

明ꎬ只有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十月革命所开

辟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救中国ꎬ才能彻底改变中国

的落后面貌ꎮ 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历史与人民的选

择ꎬ更是中华民族基于五千年中华文明所作出的正

确决策ꎮ 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依据十月革命的成功经

验ꎬ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ꎬ走出了

一条符合国情的中国道路ꎬ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ꎮ
首先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十月革命道路

的延续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凭空产生的ꎬ
十月革命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源头活

水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十月革命道路在中国

的自然延伸ꎬ是十月革命道路的种子在中国的生根

发芽、开花与结果ꎮ 批判资本主义、战胜资本主义、
取代资本主义是二者肩负的共同任务ꎻ实现共产主

义是二者奔向的共同目标ꎮ 可见ꎬ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是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别的什么道路ꎮ 邓小

平说:“中国根据自己的经验ꎬ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

路ꎮ” [７]２０７习近平也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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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

证统一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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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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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ꎬ科学社会主义基

本原则不能丢ꎬ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ꎮ” [８] 因此ꎬ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不忘初心ꎬ始终沿着十月

革命所开辟的航道不断前进ꎮ
其次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对十月革命道

路的创新与发展ꎮ 人类历史上ꎬ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或民族可以通过照抄照搬实现自身的强大和振

兴[９]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什么抽象一般

的道路ꎬ也不是亦步亦趋或简单模仿ꎬ而是在十月革

命道路的基础上进行的创新与发展ꎬ因而具有鲜明

的中国特色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对于社会主义的道路

问题ꎬ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以
苏为鉴”ꎬ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进行“第二次结

合”ꎮ 他们认识到ꎬ走十月革命所开创的社会主义

道路并不意味着对苏联模式照搬照抄ꎬ而应从中国

的实际出发ꎬ实事求是ꎮ 因此ꎬ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

的具体国情出发ꎬ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

路ꎬ创造性地完成了三大社会主义改造任务ꎬ创立了

政治协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区域自治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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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民主政治制度ꎮ 实践证明ꎬ唯有开拓创新ꎬ革命

才能成功ꎬ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发展壮大ꎮ 当然ꎬ在这

艰辛的探索过程中ꎬ既有很多成功的经验ꎬ也有“大
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重大挫折ꎬ但中国共产

党人能够依据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ꎬ及时纠正错误ꎬ
并不断创新发展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新形势下

中国的国情做出了清晰的认定ꎬ纠正了前面犯下的

错误ꎬ坚定了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步伐ꎬ从而开启

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ꎮ 邓小平在党的第十二次全

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

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ꎬ走自己的道路ꎬ建
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ꎬ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

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ꎮ” [７]３通过几代共产党人与

人民的不懈努力ꎬ中国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

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正在不断深化ꎬ开创性地提

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ꎬ从
此ꎬ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ꎬ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

的胜利ꎮ 中国共产党人正是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ꎬ
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实际国情与时代特征相

结合ꎬ走出了一条创新发展之路ꎮ

三　 走十月革命道路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道路自信

的实践基础

自信是一种良好的精神状态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自信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与选择ꎬ对在发展道路上取

得成就的充分肯定和对这条道路的未来发展前景的

坚定信心[１０]ꎬ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

性、现实性、科学性、优越性所形成的高度的情感认

同、理性认知和行为遵循[１１]ꎮ 道路自信不是凭空臆

想的ꎬ是在艰苦奋斗的过程中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

胜利的实践中逐步培育起来的ꎻ是在与资本主义道

路的比较优势中逐步树立起来的ꎮ 因此ꎬ坚持走社

会主义道路所取得的成就是我们坚定道路自信的坚

实实践基础ꎮ
俄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给了我

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勇气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

定信念ꎮ 十月革命胜利后ꎬ俄国建立起了苏维埃政

权以及苏维埃共和国ꎬ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

的新型政权与新型国家ꎮ 这时苏联面临的最大的问

题是如何在一个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ꎬ如何把一

个工业发展远远落后于同时期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

农业大国转变为工业化、现代化的强国ꎮ 对此ꎬ列宁

及其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ꎬ找
到了一条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ꎮ 在布

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ꎬ苏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ꎬ
仅用短短三十年的时间就从农业国变为了工业国ꎬ
基本实现了国家工业化ꎮ 在 １９３７ 年ꎬ苏联的工业总

产值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ꎬ综合国力大大提

高ꎬ并在其后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ꎬ从而

极大提升了社会主义在国际上的影响力ꎬ充分显示

了社会主义道路的比较优势ꎬ这是社会主义道路自

信的深厚源泉ꎮ 尽管后来苏联解体了ꎬ苏联共产党

丧失了领导权ꎬ但这并不能证明十月革命开创的社

会主义道路错了ꎮ 以苏联共产党下台和苏联解体来

断言十月革命的道路已经终结ꎬ这种观点要么是别

有用心ꎬ要么是目光短浅ꎬ是根本站不住脚的ꎮ 从今

天拥有 １３ 亿人口的中国ꎬ到其他几个国家ꎬ共产党

仍在执政ꎬ社会主义制度仍在实行ꎬ社会主义道路仍

在坚守ꎬ这正是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充分体现ꎮ
虽然中国在走十月革命开辟的这条社会主义道

路的过程中经历了各种挫折和曲折ꎬ但最终通过改

革开放ꎬ探索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ꎮ 仅用 ６０
多年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 ３０ 多年的时间就把年产

只有 １６ 万吨钢的一穷二白的落后中国ꎬ建设成为钢

产量超过 ５ 亿吨并有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

济体系的国家ꎮ 如今ꎬ中国已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ꎬ
经济总量跃居亚洲第一位ꎬ世界第二位ꎬ创造出了举

世公认的发展业绩ꎬ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等都迈上了一个新台阶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
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ꎬ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

才最有发言权ꎮ” [１２]历史雄辩地说明ꎬ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是经得起风雨与磨练的适合我国的发展道

路ꎬ“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
出巨大代价开辟出来的ꎬ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符合中

国国情、适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正确道路ꎮ” [１３]只要我

们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ꎬ现在以及

未来的新成就将进一步提升我们的道路自信ꎬ也必

将以坚定的道路自信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谱写新的

辉煌ꎮ

四　 坚持中国道路自信必须坚决反对否定十月革命

的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

晚清著名思想家龚自珍说过ꎬ“欲知大道ꎬ必先

为史”ꎬ“灭人之国ꎬ必先去其史” [１４]ꎮ 道路自信必

然包含对先辈为此艰苦奋斗的历史的尊重与认同ꎬ
如果轻率地否定自己的历史ꎬ必然会丧失自信ꎮ
“一个只依赖过去的民族是没有发展的ꎬ但是ꎬ一个

抛弃祖先的民族是不会有前途的” [１５]ꎮ 其实ꎬ苏东

剧变、苏联共产党的垮台与苏联过去全盘否定斯大

５２第 ４ 期　 　 　 　 　 　 　 　 　 　 刘先江ꎬ刘泽兰:十月革命与中国道路自信



林、否定苏联历史的做法有直接的关系ꎬ我们必须吸

取这一深刻的教训ꎮ 近年来ꎬ否定十月革命、否定十

月革命所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甚嚣尘上ꎬ这
种历史虚无主义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一是以“虚有”来达到“虚无”ꎮ 以所谓的历史

细节或历史真相来否定十月革命ꎬ提出要“全面地”
认识过去ꎬ通过虚构、杜撰一些“过去的真实情况”
来否认十月革命的历史事实ꎬ甚至认为阿芙乐尔号

巡洋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一事也是假的ꎬ阿芙乐

尔号当时正在彼得堡造船厂大修ꎬ处在不下水状态ꎻ
诋毁十月革命不过是一场阴谋ꎬ是一场政变ꎮ 前俄

罗斯联邦总统办公厅主任谢菲拉托夫就公然说:
“十月革命是一次政变ꎬ其结果是为数不多但很团

结的左翼激进政党篡夺了政权ꎮ” [１６]３０５对于这种无

视历史事实的言论ꎬ很多学者都据理进行了反驳ꎮ
帕瓦沃洛布耶夫就明确指出:“十月革命不是一

次政变ꎬ而是一场伟大的人民的社会革命ꎬ是一场反

对资产阶级的革命ꎮ” [１６]３０９

二是以错误的“点”来否定正确的“面”ꎮ 历史

虚无主义用领袖个人的一些失误来否定整个革命ꎬ
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某些不足来否定整个社会主义

道路ꎮ 以“反思历史”为名ꎬ行歪曲历史、否定历史

之实ꎮ 在中国ꎬ一些人以“文化大革命”、“左”的错

误来否定整个社会主义的建设成就ꎻ以毛泽东晚年

的错误来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ꎻ以
新中国发展中的失误来否定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

性ꎻ以中国人的某些落后性来否定五千年中华文明ꎮ
三是以“污染的流”来否定“清澈的源”ꎮ 以苏

东剧变来否定十月革命ꎮ 认为苏联解体意味着十月

革命道路的失败ꎬ以此证明十月革命本身就是一个

历史错误ꎮ 苏联解体后ꎬ很多人认为苏联社会主义

模式的失败原因在于十月革命ꎬ质疑、攻击十月革命

的正确性ꎬ并断言社会主义已经宣告失败ꎮ 其实ꎬ苏
联解体和十月革命没有直接联系ꎮ 如果说苏联解体

是社会主义遭到了失败ꎬ那绝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

失败ꎬ而只是一种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ꎬ“模式”并

不等于“本质” [１７]ꎮ 因此ꎬ我们必须对社会主义的

“模式”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加以区别ꎮ 十月革命

开辟了通向社会主义的大道ꎬ而如何走却是多样的ꎬ
有的齐步走ꎬ有的跑步走ꎻ有的走得快ꎬ有的走得慢ꎻ
有的跌倒了爬起来继续走ꎮ 绊倒了不能怪路不好ꎬ
苏联解体也不能怪道路错了ꎬ而是因为走偏了、走歪

了ꎬ是因为走了邪路、走了回头路ꎮ 在戈尔巴乔夫当

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后ꎬ他提出在苏联推行“民主

的人道的社会主义”ꎬ这实际上是放弃了社会主义

道路ꎬ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ꎬ从而导致了社会经济

的大倒退ꎮ 苏联的解体正是因为失去了对自己最初

坚持的道路自信的结果ꎮ
四是以十月革命中的偶然性来否定十月革命的

必然性ꎮ 有人认为十月革命的爆发是偶然的ꎬ是各

种偶然事件碰撞在一起的结果ꎬ与社会的发展没有

必然联系ꎮ 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混淆了偶然性与必

然性的关系ꎮ 虽然十月革命爆发于哪一天可能具有

一定的偶然性ꎬ但偶然性蕴含着必然性ꎮ 归根结底ꎬ
十月革命的爆发植根于俄国当时社会矛盾的积累、
激化ꎬ十月革命的最终胜利取决于俄国人民的选择ꎮ
因此ꎬ“十月革命的爆发不是偶然的ꎬ是当时世界资

本主义和俄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各种矛盾的累积与尖

锐化的产物ꎬ是各种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共同作用

的结果” [１８]ꎮ 这些以十月革命中的偶然性来否定其

必然性的逻辑是不可信的ꎮ
玉也有瑕ꎬ但瑕不掩瑜ꎮ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事

物ꎬ十月革命也一样ꎮ 十月革命的历史贡献在于诞

生了一个新生命ꎮ 虽然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必然

伴随着污血与痛苦ꎬ但我们不能因为有污血和痛苦

就拒绝甚至扼杀新的生命ꎮ 对否定十月革命的历史

虚无主义思潮ꎬ我们必须以坚定的自信来形成战略

“定力”ꎻ用科学的方法来进行有力反驳ꎻ用正确的

思想来加强道路引领ꎮ 我们要始终牢记习近平在纪

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１２０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一
切向前走ꎬ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ꎻ走得再远、走到再

光辉的未来ꎬ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ꎮ” [１９]让我们不

忘初心ꎬ继续沿着十月革命开辟的道路ꎬ把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不断向前推进ꎬ社会主义道路必将得到越

来越多的认同ꎬ这条康庄大道必将越走越广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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