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 

? 

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1856 年 12 月 11 日－1918

年 5 月 30 日），俄国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俄国早期的马

克思主义者，也是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开创者之一。1873 年毕

业于沃罗涅什军事学校。1875 年走上革命道路。起初参加民粹派，

1882—1883 年形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民粹派决裂。主要著作有

《没有地址的信》（又名《论艺术》）、《从社会学观点论十八世纪

法国戏剧文学和法国绘画》、《艺术与社会生活》、《论西欧文学》、

《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等。 

基本信息 

个人概况 

姓名： 

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 

国籍： 

俄国 

出生日期： 

1856 年 12 月 11 日 

逝世日期： 

1918 年 5 月 30 日 

个人背景 

职业： 

革命家 

毕业院校： 

沃罗涅什军事学校 

其他信息 
个人著作： 

《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活》 

 



1 人物生平 

普列汉诺夫 1856 年 12 月 11 日（俄历 11 月 28 日）诞生于

沃罗涅什省利佩茨克县古达洛夫卡村。他父亲是世袭贵族、退职

上尉瓦连廷·彼得罗维奇·普列汉诺夫，母亲马丽亚·费多罗夫娜是

维·格·别林斯基的侄孙女。普列汉诺夫，童年时代在素有教养的

父母的教育下，学完了中学一年级的课程。于 1868 年进入了沃

罗涅什军事学校二年级。在该校毕业后于 1873 年进入彼得堡的

康土坦丁诺夫炮兵学校。1874 年秋转入彼得堡矿业学院。在矿

院学习期间他结识了著名的革命家、经济学说史专家伊万·费多

罗维奇·费先柯以及在当时先进青年学生中闻名的民粹派工人代

表米特罗范等人。在他们的影响下，普列汉诺夫从 1875 年起就

参加了民粹派的革命活动。 

1876 年 12 月 6 日民粹派的“土地和自由社”在彼得堡喀山教

堂前组织了一次政治性示威游行，普列汉诺夫在演说中宣告：“土

地和自由归农民和工人！”“土地和自由万岁！”此后，他逐渐变

成了一个职业革命家。1877 年他秘密出国，先到柏林后到巴黎，

织识了著名的民粹派思想家彼得。拉甫罗夫（此人和马克思、恩

格斯有书信往来）等人。同年 7 月又回到彼得堡。7 月底他到萨

拉托夫在青年学生和工人中进行革命宣传。1878 年夏天他决心

“到民间去”，在顿河地区活动。出任民粹派机关报《土地与自由》

的编辑。这时，普列汉诺夫自认为是“彻头彻尾的民粹派”。 



1880 年初，第二次逃亡国外，自此开始了长达 37 年（直至

1917 年回国），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泛滥和俄国无产阶级革

命的前夜（1901 年至 1916 年）的流亡生活。同年年底，他到了

巴黎，结识了盖得、考茨基、威廉·李卜克内西和伯恩施坦等人。

1881 年底普列汉诺夫着手翻译《共产党宣言》。他后来写道：“阅

读《共产党宣言》是我一生中的新时期，我受到《宣言》的鼓舞，

并立即决定将它译成俄文”。1882 年当他收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写

的《1882 年俄文版序言》以后，很快把《宣言》印了出来。钻

研和翻译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促使普列汉诺夫从民粹主义者转

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曾写道：“我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在

1884 年，而是在 1882 年。” 

1883 年普列汉诺夫与波里索维奇·阿克雪里罗得、维拉·伊万

诺夫娜·查苏利奇等志同道合者在日内瓦创立了“劳动解放社”。该

社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著作如《雇佣劳动与资本》、《哲学的

贫困》、《费尔巴哈论》、《关于自由贸易的演变》、《恩格斯

论俄国》等书译成俄文出版。他们领导的“劳动解放社”的活动对

俄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劳动解放社”为在俄国建

立无产阶级政党奠定了基础。普列汉诺夫的一些著作曾受到恩格

斯的称赞和列宁的推崇。恩格斯看过《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后

说：“我感到自豪的是，在俄国青年中有一派真诚地、无保留地

接受了马克思的伟大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如果马克思能够

多活几年，那他本人也同样会以此自豪的。”《论一元论历史观



的发展》一书出版后，恩格斯在给普列汉诺夫的信中说：“您争

取到使这本书在本国出版，这本身无论如何是一次巨大的胜利”。

列宁认为本书“培养了一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 

1889 年，应拉法格邀请，普列汉诺夫作为俄国社会主义者的

代表，出席了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即“第二国际”）的成立大会

（1889 年 7 月 14 日至 21 日于巴黎），他在大会上发言说：“革

命的俄国无论如何不应置身于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之外，相反地，

它今天同欧洲现代社会主义运动接近起来，必将给全世界无产阶

级事业带来巨大的好处。”他的发言受到恩格斯的好评。这次大

会结束后，他前往伦敦拜会恩格斯，以实现他长期以来梦寐以求

的宿愿。他得到恩格斯非常盛情地接待。普列汉诺夫后来回忆说：

“我很高兴我能在几乎整整一个星期中和他就各种实际和理论的

问题作长时间的谈话。”1893 年 8 月在第二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上，普列汉诺夫第二次见到恩格斯。1894 年 7 月普列汉诺夫秘

密来到英国，第三次会晤恩格斯。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艾威林

等都劝普列汉诺夫留在英国。他也喜欢能够与恩格斯经常会面。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普列汉诺夫一生中最光辉的年代。 

1896 年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刚一出现，普列汉诺夫就立即给

《新时代》主编考茨基写信，请他在杂志上留出位置，以便回答

伯恩施坦的挑战。他写道：“今天的问题就是谁埋葬谁的问题，

是伯恩施坦埋葬社会民主党，还是社会民主党埋葬伯恩施坦？我

个人是不怀疑而且从没有怀疑过这一争论的结局的。”当伯恩施



坦主义在俄国的变种——“经济派”出现以后，普列汉诺夫一边继

续与伯恩施坦论战，一边同“经济派”斗争。他指出，“经济派”与

西欧修正主义者沆瀣一气，试图使工人变为听命于资产阶级的政

治工具。1900 年普列汉诺夫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三个俄

译本，回击了“经济派”篡改《宣言》的企图。同年，他支持列宁

创办《火星报》，为《火星报》撰稿 37 篇。阐明正在创建的马

克思主义政党的许多理论和政策性问题。 

在 1903年 7月 30日开幕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

会上，普列汉诺夫被选为大会主席团主席，并由他宣布大会开幕。

在讨论究竟什么人可以做党员的党章第一条条文时，他说，他深

信真理在列宁一边，对马尔托夫草案的拥护者所说的不敢苟同。

“列宁的草案可以成为防止他们钻入党内的保障，单是由于这一

点，一切反对机会主义的人就应当赞成这个草案。”这说明，普

列汉诺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二大”上是站在布尔什维克一

边的，会上他被选为《火星报》编辑和党的总委员会主席。 

从 1903 年到 1918 年是普列汉诺夫生命的最后 15 年。1914

年，列宁在评论普列汉诺夫时写道："普列汉诺夫个人功绩在过

去是很大的。但是从 1903 年以来，普列汉诺夫就在策略和组织

的问题上极可笑地动摇着，列宁的这一评述，是完全符合实际情

况的。应成为研究普列汉诺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后活动的

指针。在党的二大以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国外的组织——俄

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 1903 年 10



月 26 日到 31 日在日内瓦召开。普列汉诺夫希望二大上的分歧能

在这次会上得到消除。但是，由于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孟什维克继

续坚持错误路线，致使分歧更加扩大了。在这次会上普列汉诺夫

是同列宁站在一起的。但在会议刚一结束，普列汉诺夫就动摇了。

他囿于和他共同创立“劳动解放社”的几个老朋友的关系，从党二

大的正确立场倒退，开始同孟什维克调和，终于转到了“另一个

阵营”去了。他擅自把阿克雪里罗得等补选到《火星报》编辑中

来，遂使该报急向右转，成了反对党的二大决议的机关报。在《火

星报》52 号（从此被称之为新火星报）上发表了《不该这么办》

一文，反对列宁维护马克思主义革命原则的坚定的立场。 

普列汉诺夫对 1904 年爆发的日俄战争采取了国际主义的立

场。在社会党国际局全体会议上，根据他的倡议通过了谴责日俄

战争的宣言。在第二国际第六次（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普

列汉诺夫与日本社会主义者片山潜热烈握手，引起了与会者的欢

呼。普列汉诺夫认为，对这次罪恶的战争承担责任的不是俄国人

民，而是它最凶恶的敌人——沙皇政府。 

当普列汉诺夫听到俄国 1905 年革命消息时，感到欢欣鼓舞。

他写了《分开走，一起打》一文，说明党在新条件下的策略思想。

他认为，首先必须使人民不去仰仗教堂的神幡和十字架，而用某

种更严肃更现实的东西武装起来。其次是无产阶级必须得到“社

会人士“的同情和支持，特别是要得到军官们的支持。因为军官”

是我国‘社会人士’的亲骨肉”。其中心思想是要同资产阶级联盟，



完全忽视了农民的作用。这是他转向孟什维克的主要思想根源之

一。 

为了制定 1905 年革命的战略和策略路线，由布尔什维克在

伦敦召开了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普列汉诺夫硬以“不合法”为借

口拒绝参加，并以党的总委员会名义通过决议不准其他代表出

席，否则开除出党。但不久，他却参加了孟什维克在日内瓦召开

的所谓党的工作人员第一次全俄代表会议，会上按照孟什维主义

修改了党的“二大”决议。大会后，把决议给普列汉诺夫，普列汉

诺夫了解了决议内容后，认为这些决议给了党的中央机构以致命

的打击，他因此于 1905 年 5 月 29 日发表声明退出《火星报》

和党总委员会。开始采取所谓站在“派别之外”的特殊立场。列宁

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同普列汉诺夫联合起来，但后者对列宁的

热情不予理睬。 

1905 年 10 月 17 日沙皇发表召开立法杜马宣言，普列汉诺

夫急切地希望回国参加斗争。但是在莫斯科十二月武装起义失败

后，他不是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反而责怪政治罢工“开始得不合时

宜”，“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列宁批判了他这种对待武装起

义的机会主义观点。 

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1907 至 1912 年），特别是 1908 年

和 1909 两年，他几乎完全脱离了党的实际工作而从事大量理论

研究与写作。当孟什维克的取消主义刚一露头时，普列汉诺夫就

开始同取消派斗争，尤其是同以波格丹诺夫为代表的“新式的取



消派”、“改头换面的孟什维克”作了不可调和的斗争。他领导的“护

党派”主张保存党的秘密组织和秘密工作。在 1908 年发表的《战

斗的唯物主义》就是直接针对取消派。 

普列汉诺夫反对取消派的斗争，是他政治经历中的光辉一页。

普列汉诺夫的过去的策略上的错误“没有妨碍他在 1908 年代里

歌颂地下工作并揭露其敌人和对手”。 

但是，在 1912 年布拉格代表会议后他反对开除取消派分子

出党，却指责布尔什维克分裂统一的党，他说“问题不在于寻找

谁有过错，而只在于不偏不倚地、公正地同分裂作斗争”。他企

图不惜任何代价在一个党内使革命者和机会主义者的重新“胶

合”。社会党国际局为了实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派别的联合，

于 1914 年 7 月 16 至 18 日召开了布鲁塞尔“统一”会议。普列汉

诺夫仍站在错误立场上，为不惜任何代价的“统一”辩护，攻击列

宁起草的关于布尔什维克准备进行谈判的条件是“新的刑法典的

条款”。列宁在一封信中说，普列汉诺夫思想“十分模糊”，“模糊

之处就在于他想同谁统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列宁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

的口号，普列汉诺夫攻击这个口号是“梦话”。普列汉诺夫在洛桑

的一次讲演中尖锐地批评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党团在国会投

票赞成预算，“充当了德国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政策的

支柱”的可耻行为；但在许多方面竟同意法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

的沙文主义观点。列宁称赞普列汉诺夫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所作



的批评；谴责他为法国社会民主党领袖的沙文主义立场所作的辩

护。列宁不止一次批评普列汉诺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立场是

对社会主义利益的背叛。是“俄国的（和英法的）社会沙文主义，

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的代表”。从此列宁和

普列汉诺夫彻底地分道扬镳了。 

俄国“二月革命”不久，普列汉诺夫回国。他在几次讲演中极

力鼓吹把对德战争进行到底的必要性。这就迎合了反革命势力的

需要。为了战胜德国，他亲自出任临时政府的铁路职工生活改善

委员会的领导，并亲赴莫斯科参加临时政府为动员反革命势力

“将战争进行到底”和制止社会主义革命而召开的国务会议。他在

会上号召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都应当（根据自愿）寻求一条经

济和政治妥协的道路”。这是他对自己以前革命活动的彻底背叛。 

普列汉诺夫不相信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潜力，认为俄国还没

有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地步。所以在他看来十月革命为时

过早。对十月革命持否定态度。 

1918 年 5 月 30 日，普列汉诺夫逝世。 

2 个人作品 

普列汉诺夫在成立“劳动解放社”期间写了一系列反对民粹派、伯

恩施坦主义以及俄国经济派、 

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优秀作品。具有代表性的是《社会主义和政治

斗争》（1883 年）、《我们的意见分歧》（1885 年）、《论一元论



历史观的发展》（1885 年）、《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唯物

主义史论丛》（1886 年）等等。这些都说明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马

克思主义理论家。此外，普列汉诺夫还曾在《新火星报》上发表《不

该这么办》一文，1905 年发表《分开走，一起打》一文，1908 年发

表《战斗的唯物主义》一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出版《论战争》文

集等。 

3 人物评价 

在普列汉诺夫 62 岁的人生中，他一次又一次推翻过去的自己。

1903 年，当由他参与创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时，他先是坚决

支持列宁为主的布尔什维克，后来却又转而与主张温和的孟什维克关

系密切；当孟什维克中的“取消派”要求放弃地下斗争时，他又对他们

激烈批评；到后来，列宁主张将“取消派”开除出党，他再一次改变立

场，反对这一激进主张。 

“这些小集团总是没完没了地摇来摆去，今天倒向这一边，明天倒

向那一边。”对普列汉诺夫等人的“模糊”，列宁在一次争论期间刊文

评价道。 

这句片面评价，某种程度上的确反映了普列汉诺夫的困境。他更

像一个学者而不是革命家。他一生的大半时间在国外流亡，于二月革

命胜利后回到阔别 37 年的俄国，又在十月革命后离开，只待了几个

月。因此，多数时候，他潜心读书并钻研理论、发表文章，而不是直

接参与革命活动本身。在那个急剧变化的社会里，他艰难地试图找一



个恰当立场：既主张前进，又反对冒进；他渴望社会进步，却发自内

心地对狂暴和极端的行为充满警惕。 

但普列汉诺夫并未反对过社会主义革命。作为马克思的信徒和马

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先驱，普列汉诺夫自始至终相信社会主义终将

到来，而资本主义会失败。 

4 大事年表 

1856 年 12 月 11 日生于唐波夫省利佩茨克县古达洛夫卡村一小

地主之家。 

1868 至 1873 年进沃罗涅什陆军中学学习，毕业后进入康士坦丁

诺夫军官学校深造。 

1874 年 9 月考取彼得堡矿业学院。 

1875 年同民粹派秘密组织建立联系。 

1876 年 12 月 18 日他在彼得堡喀山大教堂前组织俄国历史上第

一次工人政治示威，旋被矿业学院开除。 

1876 年创建北方革命民粹派小组，1878 年改称土地和自由社，

任机关报《土地与自由》编辑。 

1879 年 9 月另组土地平分社，在工农中积极进行革命宣传工作。

曾三次被捕。 



1880 年 1 月流亡国外，逐渐脱离民粹派，研究马克思主义，同

恩格斯建立联系，了解西欧工人运动，并陆续将《共产党宣言》等一

些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译成俄文。 

1883 年在日内瓦创立并领导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

放社，培养了一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工人

运动的结合。最早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刻批判民粹主义。 

1900 年同列宁一起创办无产阶级报刊《火星报》和《曙光》杂志，

草拟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纲。从 1900 年社会党国际局成立时起，长

期担任国际局委员。 

1903 年主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党的总

委员会主席，是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创始人和领袖之一。 

1905 年革命时期提出“分进合击”的机会主义策略，实际上把革命

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责备无产阶级“本来用不着拿起武器”。这期间，

普列汉诺夫的政治立场经常动摇于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 

1905至 1907年革命失败后，党内出现公开要求取消党的取消派，

大多数孟什维克成了取消派分子。普列汉诺夫反对取消派，1908 年

12 月声明退出取消派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 

1909 年 8 月恢复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日志》，正式对取消派宣

战，同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结成护党联盟，开始为布尔什维克报刊

撰稿，参与批判马赫主义。 

1912 年党的布拉格代表会议后，反对把取消派分子清除出党。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普列汉诺夫发表演说，出版《论战争》

文集，公开为沙皇政府的掠夺战争辩护，号召俄国工人“保卫祖国”，

堕落为社会沙文主义者。 

1917 年二月革命后回到阔别 37 年的俄国。 

1917 年 5 月至 1918 年 1 月在其主办的《统一报》上连续发表文

章，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以条件不成熟为由，反对十月社会主义

革命。但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拒绝参加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叛乱。 

1918 年 5 月 30 日在芬兰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