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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建军教授认为: 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提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

同样不可避免的。”“两个必然”就是对这句话的概括和简称。从字面上看，“两个不可避免”和“两个必然”略有不同，而且表

述的角度也略有差异。“必然”是从正面讲，“不可避免”是从反面讲。而且，“必然”是一个规范性的哲学概念，而“不可避免”
则是一个通俗性的说法。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两个必然”概括的科学性。事实上，“两个必然”的提法是完全符合马克

思原意的，既符合马克思的思想，也符合马克思的表述。因为“必然”的东西，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东西。其次，“两个必然”

实质上是一个“必然”，即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2］

对《共产党宣言》中“两个必然”论断的解读

代训锋
( 忻州师范学院，山西 忻州 034000)

摘 要: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的“两个必然”论断是科学社会主义最经

典的表达，它揭示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规律。“两个必然”论断是建立在

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的，推动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动力是阶级斗争，其内在的深层根据

是资本扬弃。“两个必然”以“两个决不会”为实现的客观条件。
关键词:《共产党宣言》;“两个必然”; 唯物史观; 阶级斗争; 资本扬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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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 以下称《宣

言》) 中提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

是同样不可避免的。”［1］413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两个

必然”论断( 或者“两个不可避免”) 的来源①。“两

个必然”论断是马克思主义最经典的命题，是对科

学社会主义理论最集中的概括和总结。《宣言》的

发表是马克思主义问世的标志，而“两个必然”论断

在《宣言》中的提出，则是为马克思主义最经典的命

题找到了最经典的问世形式。作为这一论断的提出

者———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的一生也与“两个必

然”论断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两个必然”论断一经

提出，便成为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追求的总目标。
一百多年来，为了实现这个总目标，世界社会主义运

动既有过凯歌挺进的大好形势，也有过徘徊不前，甚

至悲歌衰败、令人伤感的颓势，既遭受过敌对势力的

围剿，也经历过自身失误的挫折。尽管如此，但它依

然历史地、现实地、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发展着并影

响着人们。时至今日，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

义，都与马克思、恩格斯的那个时代不同，并且，在对

“两个必然”论断的理解上，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是资

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必然结果，恰恰是在资本主义必

然灭亡的问题上，由于资本主义发展出现了许多新

情况，以至于人们对这个“必然”产生了疑问。那

么，在历史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的今天，我们应该怎

样来认识《共产党宣言》中“两个必然”论断?

1 唯物史观是“两个必然”论断的哲学基础

首先要说明的是，《共产党宣言》中“两个必然”
论断的提出，并不是说存在着两个完全不同的历史

必然性。“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这

只是 从 两 个 不 同 的 角 度 揭 示 同 一 个 历 史 必 然

性，”［2］前一个‘必然’实际上已包含了后一个‘必

然’，“两个必然”实质上就是一个“必然”论断，即社

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最终必然战胜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

展的客观规律和历史趋势，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

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是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



理论两大发现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所以，列宁

说:“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这

个结论，马克思是完全而且仅仅根据现代社会的经

济运动规律得出的。”［3］599 在《宣言》中，马克思、恩

格斯就是这样做的。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基本矛盾是推动社会历史

发展的根本动力，其中，生产力是社会基本矛盾中最

革命和最活跃的因素，它的发展会促使生产关系的

不断发展以与之相适应。对此，马克思说: “人们在

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的一定的、必然的、不以

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

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

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

上层建筑树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

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

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

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

定人们的意识。”［4］2 － 3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

系则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

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

系或发生矛盾。人们为了不致丧失已经获得的新的

生产力，不能不去变革陈旧的生产关系，到那时，社

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生产关系的变革，社

会的发展必然会从资本主义转为社会主义，从而使

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成为一种必然。
《宣言》指出，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在封建社会

内部产生出来资本主义，并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已经成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

梏，因此，封建制度就被资本主义制度所取代，封建

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就被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所取

代。这是历史的进步，新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

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

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

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405 随着

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关

系又逐步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这就像封建制度

末期的情况。“现在，我们眼前又进行着类似的运

动。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

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

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

像一个魔法师那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

的魔鬼了。”［1］405 － 406 资本主义这种生产关系阻碍生

产力发展的突出表现，就是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发生。

这就表明，“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

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1］406

按照唯物史观，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之一就是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这对矛盾中，生产力

是活跃的，不断发展的，而适应一定生产力水平的生

产关系是相对稳定的。当相对稳定的生产关系逐渐

不适应活跃的生产力的发展时，二者就产生了冲突，

而解决之道就是旧的生产关系被新的生产关系所取

代。《宣言》正是抓住生产力发展这个根本要素说

明，正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代替

封建制度，说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是

必然的，同样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也

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不同于自然界的发

展规律会自然而然地实现，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通

过人类的活动才能实现。对于资产阶级而言，它决

不会自动、也不会自愿、更不会甘心退出历史舞台，

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斗争才能促使它走向灭亡。
《宣言》指出: “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

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

代的工人，即无产者。”［1］406

无产阶级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它是随着现

代生产力的发展而壮大起来的，它是新的生产方式

的代表。同时，无产阶级又处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最

底层，它受的压迫最深、受的剥削最重; 这就决定了

“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1］410 － 411。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这种社会经济

地位决定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从而决定了无产

阶级一定能，也一定会完成这个历史使命。
虽然，当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队伍构成

发生了变化，尤其是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和

提高，但这并不能得出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已经

不革命了的结论。我们并不否认当今资本主义国家

中无产阶级队伍发生的新变化和生活条件的提高，

但是，这一切并没有改变无产阶级被剥削被统治的

地位。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并不完全取决于无产阶级

的贫困，而是取决于无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如

果穷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性的原因，岂不是说流氓无

产者有更多的无产阶级革命性吗? 穷，或者贫困只

是被压迫被剥削的一种结果，被剥削被压迫的社会

经济地位才是无产阶级革命性的决定因素。当今世

界，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矛盾没有解决，无

产阶级被剥削被压迫的社会经济地位没有改变，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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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的革命性才没有消失，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

坚定地 相 信，资 本 主 义 必 然 灭 亡，社 会 主 义 必 然

胜利。
2 阶级斗争是实现“两个必然”的推手和动力

《共产党宣言》对社会思想发展和社会生活进

程的巨大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宣言》的锋芒

所向，即直指人类的主要社会灾祸根源———阶级剥

削现象，而有阶级剥削就有阶级斗争。“自由民与

奴隶、贵族与平民、领主与农奴、行会师傅与帮工，一

句话，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

位，进行着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1］400

而《共产党宣言》中“两个必然”的论断正是从阶级

和阶级斗争的角度来讲的，阶级斗争就是贯穿《宣

言》始终的一根红线。在《宣言》的一开始就明确指

出: 自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解体以来，“至今一切社会

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400。
当然，“两个必然”的论断并非孤立的 、仅仅具

有阶级斗争的含义，《宣言》把阶级斗争与社会基本

矛盾运动联系起来，从社会制度的变革和社会形态

的更替上来阐述“两个必然”论断的。
《宣言》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推手

和动力，“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

命改造”［1］400;“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

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

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1］115阶级斗

争就是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体现。在阶级社会中，

阶级关系实际就是各阶级之间的经济和政治关系，

就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这

是阶级社会统治的基础。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在

经济上、政治上利益的根本对立，使它们不断冲突和

斗争。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性质这

条规律，在阶级社会中，总是要通过阶级斗争来体现

的，阶级关系的改变就意味着生产关系的改变。
对于《宣言》中“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

的历史”这一思想，恩格斯在《宣言》的序言中曾两

次强调。他说: “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

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

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

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

人类的全部历史( 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

以来) 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

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

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

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

( 无产阶级) ，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

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就不能

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 资产阶级)

的控制下解放出来”［1］380

那么，阶级斗争是怎样推动社会历史发展? 马

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社会发展，但社会

基本矛盾则是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的，阶级斗争是

社会基本矛盾的反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表

现为新旧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代表旧生产关系的

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想尽办法保持现存

的旧的生产关系和旧的上层建筑，并运用国家机器，

镇压被统治阶级。而被统治阶级则代表着生产力发

展的要求向统治阶级进行反抗和斗争，直至推翻过

时的生产关系和旧的上层建筑，从而推动社会向更

高的社会形态发展。就此而言，阶级斗争和社会革

命是社会变革的杠杆，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
当然，在不同的社会，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有着

不同的特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指出，在

奴隶社会“有贵族、骑士、平民和奴隶”; 在封建社会

“有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农奴”。那时

的阶级对立和斗争往往为这些“等级”的外衣所掩

盖。为了反对封建阶级，资产阶级打出了“人人生

而平等”的旗号，但是，资产阶级从来没有实现过真

正的平等，照样压迫剥削工人阶级。正如《宣言》中

所说的“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

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

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1］385

但是，在“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 它使

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

的阵营，分裂为两大互相直接对立的阶级: 资产阶级

和无产阶级。”［1］401随着工业的发展，阶级、阶层不断

两极分化，破产者加入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少数发

财致富者上升为资产阶级，社会分裂为资产阶级和

无产阶级这两个完全对立的阶级，当然，这两个对立

的阶级之间的斗争也日益尖锐。无产阶级处在被剥

削压迫的地位，这使它具有彻底的斗争精神，是真正

革命的阶级，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无产阶级

在自己的政党领导下，必将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和资

产阶级的统治，消灭一切阶级剥削和压迫，实现无产

阶级的历史使命。
3 资本扬弃是实现“两个必然”的深层根据

马克思不仅从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矛盾、从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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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来分析和论证资本主义必

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规律，而且，还从资本

扬弃的角度来论证“两个必然”论断。
“资本主义中的新社会因素就是资本扬弃，它

是社会主义必然性的深层根据。”［5］旧社会的胞胎

里总是孕育着新社会的萌芽。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

存在着新社会因素发展壮大并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的

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

过程中，新的社会因素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生产关

系和上层建筑中与资本主义因素相对立的社会主义

因素，是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内部的否定因素，它必然

会孕育于资本主义旧社会中，它的发展壮大必然导

致对资本主义的扬弃、替代、继承和超越。这是社会

主义必然性的客观的内在根据。否则，社会主义就

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如《宣言》中所讲:“当人

们谈到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他们只是表明

了一个事实: 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

素。”［1］401而“新社会的因素”则成为扬弃旧社会的

内在的深层根据。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中，

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这不仅是

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客观规律，而且是资本主义活

生生的现实。从因素论的角度，马克思还认为，计划

是社会主义因素，因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

在 于，对 生 产 自 始 就 不 存 在 有 意 识 的 社 会 调

节。”［6］454“自由竞争转变为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

无计划生产向行将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生产

投降。”［7］在马克思看来，由于计划是社会主义因

素，社会主义的计划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了，

而社会主义不过是这些资本主义中的新社会因素发

展壮大，最终否定、取代了资本主义，从而使旧的资

本主义社会形态转变为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指出:“生产的不断

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

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

方。”［1］420资本主义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就是

它的动荡不居、不断变革，其动力原因就在于它体内

孕育着的新的社会主义因素不断冲击、否定着旧的

资本主义肌体。新社会因素正是在不断冲击、否定

旧社会的肌体中不断取代旧社会，从而实现新旧社

会的更替。如果没有这个渐变的量变的过程，最后

的突变和质变是不可能出现的。这正是马克思主义

的辩证发展观，它“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

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

的必然灭亡的理解”［4］112。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发展观在资本发展过程中的

表现就是，“资本的发展过程就是资本逐步走向自

己的对立面的资本扬弃过程，即产生新社会因素的

过程，资本扬弃是由于资本与雇佣劳动的矛盾。即

雇佣工人对资本的反抗、剥夺，导致对资本的积极扬

弃。”［5］为了追逐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总是力图

取消必要劳动时间( 而这同时就是要把工人减少到

最低限度，也就是说，工人只是作为活劳动能力而存

在) ，但是，剩余劳动时间只是作为对立物，只是同

必要劳动时间对立地存在着，因此，资本把必要劳动

时间作为它的再生产和价值增值的必要条件。物质

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又是工人阶级力量的发展到

一定时候就会扬弃资本本身”［4］571。
资本扬弃的典型形式就是股份公司和合作工

厂。“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

当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

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

弃 的，而 在 后 者 那 里，对 立 是 积 极 地 扬 弃

的。”［6］695 － 696而且，资本主义股份公司和合作工厂还

包含着“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

的私人产业的扬弃”［4］569。
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

迅速扩大，生产社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私人资本已

经无法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资

本扬弃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然会发生局部性或者部

分质变，私人资本从总体上转化为社会资本，资本社

会化程度不断提高，资本社会化形式的进一步发展。
资本社会化与资本扬弃本质上是一致的，“资本扬

弃是从资本否定、哲学意义上立论的，如果从资本变

革、社会发展的角度立论，资本扬弃也可称之谓资本

社会化。”［5］

随着资本主义股份公司和工人合作企业的发

展，资本社会化的程度越来越高，达到国家垄断资本

主义阶段，而这将为全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和共

同组织社会化生产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

件，进而为社会主义革命提供直接的物质前提，成为

社会主义革命的入口处和前奏。“国家垄断资本主

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

前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做社会主

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8］随着国家垄

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自身的政策调整，资

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某些新的现象，表明在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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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社会中孕育着某些新的社会主义的因素，这些新

的社会主义因素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和否定者，

推动着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步伐，它们的发展壮大就

是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过程。
4 “两个决不会”与“两个必然”的内在统一

由于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固有矛盾，决定了资

本主义制度必然要被更先进的社会制度所代替。正

是基于这样一个客观事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了

“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

即“两个必然”。但是，这“两个必然”的实现是需要

相应历史条件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 1859 年发

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又提出这样一个

论断:“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

部生产力发择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 而新的更

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

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4］这就是人们通

常所说的“两个决不会”。那么，如何理解“两个必

然”与“两个决不会”的关系呢?

应当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两个必然”与

“两个决不会”都是对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

利必然性的论述，前者讲的是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

主义胜利的客观必然性，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历

史发展总趋势的科学揭示，是对历史最终走向的指

明; 后者讲的是这种客观必然性实现的时间和条件，

是对走向社会主义胜利的曲折性和复杂性的指明。
“两个决不会”告诉我们，揭示出历史发展规律并不

等于该历史指向的历史终结，“两个必然”的实现需

要相应的条件。
不过，从本质上说，无论是“两个必然”论断，还

是“两个决不会”论述，它们都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

规律的体现。“‘两个决不会’是人类社会基本矛盾

一般规律的体现，而‘两个必然’则是人类社会基本

矛盾 一 般 规 律 在 资 本 主 义 社 会 运 动 的 最 终 结

果。”［9］

就人类社会发展和社会形态更替的规律而言，

任何一种类型的社会形态的更替，都是生产力运动

的结果，只要这种社会形态还能够容纳生产力继续

发展，那么，这种社会形态就会存在下去。在“两个

决不会”中，马克思强调了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

最终决定作用，强调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

用。而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

系，生产力状况是生产关系形成的客观前提和物质

基础。对此关系，马克思一语道破:“手推磨产生的

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

会。”［1］222

由此可见，“两个必然”理论和“两个决不会”理

论，二者都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是辩证统一

的关系。
当然，“两个必然”论断，其达成实现的条件则

内在地要求着“两个决不会”为前提，如列宁所言:

“如果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尚未成熟，任何起义也创

造不出社会主义来。”［3］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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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Origins and Practical Route of
Xi Jinping’s View of Traditional Culture

XU Zhi － jun1，TIAN Xue2

( 1．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anghai 200093，China;

2．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emical Technology，Beijing 100029，China)

Abstract: Xi Jinping’s traditional cultural view is an important achievement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and its theoretical origin is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for the grasp of this scientific thought． Xi Jinping’s traditional culture view is an important path to build a
cultural power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era． It is ideological achievements based on adhering to Marx’s cultural view and fully in-
heriting the achievements of Sinicization of Marx’s cultur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the prosperity of
cultural undertakings，to trace its profound theoretical logic and grasp its realistic path．
Key words: Xi Jinping; traditional culture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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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ation of Two Inevitabilities in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DAI Xun － feng
( Xinzhou Teachers University，Xinzhou 034000，China)

Abstract: Two Inevitabilities mentioned by Marx and Engels in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is the most classical expression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It reveal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rule that socialism will replace capitalism． Two Inevitabilities is based on historical ma-
terialism． Capital abandonment is the deep foundation for realizing Two Inevitabilities． Two Will Never is the achievable conditions Two
Inevitabilities．
Key word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Two Inevitabilitie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lass struggle; capital aband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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