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讲 天才设想：空想社会主义的发展

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无产阶级也经历了产生和逐步发展的过程，并

开始了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作为社会主义思想早期发展形态的空想社会主义产生

于资本主义刚刚形成的 16 世纪。空想社会主义反映了早期资本主义剥削者和被

剥削者（包括资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对立，是现代无产阶级先驱者独立运动的

理论表现。

复习旧课导入新课

从 1516 年莫尔发表《乌托邦》算起，到 19 世纪 40 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创

立科学社会主义时止，空想社会主义前后经历了 300 多年。空想社会主义是一种

否定资本主义的思潮；

是关于人类社会管理模式的一种设计和探索；反映了早期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

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

一、空想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和代表人物

空想社会主义诞生以后，其思想理论的发展是随着资本主义矛盾的激化、随

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发展而发展的。

（一）16—17 世纪对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描写阶段

16—17 世纪，是资本主义产生和资产阶级形成的时期，同时又是空想社会

主义在英、德、意三国产生和在欧洲开始流传的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

人也开始了斗争。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阶级关系发展状况相适应，这些国家出

现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的莫尔和温斯坦莱、德国的闵采尔、

意大利的康帕内拉，而莫尔和康帕内拉又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两位空想社会主义思

想家。他们揭露了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上的不平等和贫富的对立，批判了资本

主义剥削压迫制度和一切私有制形式；并在批判旧世界的同时，为早期无产者和

劳动人民描绘了一个美好的前景。但是，由于这个时期无产者的阶级力量弱小、

阶级意识很不成熟。因此，空想社会主义者往往披上宗教神学的外衣，采用虚幻

描写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这是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显著特

点。

托马斯·莫尔(1478—1535)，是 16 世纪初英国著名的政治家、空想社会主

义创始人。莫尔对英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圈地运动给劳动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深表同情，并对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理想社会进行了探索和向往。1516 年，他发

表了人类思想史上第一部空想社会主义著作《乌托邦》，全名为《关于最完善的

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乌托邦”的意思是“没有的地

方”。后来，“乌托邦”就成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同义词。

视频：《乌托邦岛》

莫尔历数了“圈地运动”和英国的“血腥立法”给初期无产者带来的种种不

堪忍受的灾难，并把它概括为“羊吃人”的社会。莫尔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加深

了英国社会贫富悬殊的状况十分义愤，他指出，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法律，只

不过是富人假借公众的名义，把他们剥削穷人的花招定为人人必须遵守的东西罢

了。他进一步指出，私有制是劳动人民贫困和不幸的根源。他说，私有制不废除，

产品不可能公正分配，人类不可能获得幸福，他们中的大部分也是最优秀的部分，

将始终背上沉重的贫困灾难的担子。莫尔对私有制的批判，开创了社会主义思想

史上的光辉篇章。

案例：为什么说《乌托邦》是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源头

无论中西方文明，对理想社会的美好想象自古就有。那么为什么说莫尔的《乌

托邦》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开山之作，是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源头？首先，《乌托

邦》不是针对一般的不合理社会现象的，而是针对资本主义的。其次，《乌托邦》

的社会制度设计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是通过社会调控

实现公平正义的。

莫尔的核心逻辑，他的实践与思想的主线，是一种关于秩序的想象——一种

强烈的、系统的、将社会视为整体的社会主义制度构想。要超越新生的资本主义

所预设的世俗化个人主义的立场和方向，莫尔的方法是探寻遵循自然、人人互助

的社会秩序。在这样的社会中，贪婪和罪恶皆无容身之所。正如乌托邦人都相信

的：“一个人可以仰视星辰乃至太阳，何必喜欢珠宝的闪闪微光。”

视频鉴赏：《社会主义 500 年》_第二集_太阳之城 康帕内拉

托马斯·康帕内拉(1568—1639)是 16 世纪末、17 世纪初意大利伟大的爱国

者，著名的思想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他的代表作是《太阳城》。《太阳城》首先

揭露了现存制度的腐朽性，他说，意大利社会“好像一所培养罪恶的学校”，在

那里，劳动人民受鄙视，游手好闲的人受尊崇，政府的首脑是一些不学无术的人，



因为他们出身于统治阶级。康帕内拉指出，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罪恶，都是由于贫

富对立引起的，而一切纷争和祸害，则出于财产的私有。从批判私有制中，康帕

内拉得出了必须建立公有制的结论。

（二）18 世纪空想共产主义阶段

18 世纪是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发展的时期。以英国产业革命为开端，西欧一

些主要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发展起来。资产阶级已成为一支政治

经济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与资产阶级同时壮大起来的，是无产阶级的发展。反映

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愿望的空想社会主义，也进入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如果说，

前一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主要表现为对理想社会主义的空想描写，那么，“在 18

世纪已经有了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

18 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摩莱里和马布利，从法国资产阶级的

启蒙思想家那里接过了理性论的思想武器和自由、平等的口号，论证了消灭私有

制度和建立公有制度的必要性。18 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出现的现代无

产阶级先驱者独立运动即平等派运动的领导人巴贝夫，更是用理性论批判了刚刚

建立的资产阶级制度，论证了他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然而，平均主义和禁欲主

义也有着明显的发展，则是 18 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的重要特点。

摩莱里（生卒年月不详） 1755 年发表的《自然法典》，继承和创造性地发

展了前一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对后来的空想社会主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摩莱里同其他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是以理性论的历史观来论证空想社会主

义的。他在《自然法典》中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原始社会是

符合人类理性的黄金时代，但那是人们无意识地建立起来的，并不认为它是最好

的社会，以致发生一连串的理性失误，使原始公有制变质，私有制出现，待到人

们蒙受私有制祸害之后，人类理性才逐步成熟起来，终于发现“任何状况都不能

比单纯的自然状态更美妙”。于是，人们便试图改革法律去逐步接近黄金时代。

摩莱里深信，人类社会最终会回到符合自然规律和人类理性的公有制社会上来。

加布里埃尔·博诺·德·马布利（1709—1785）是 18 世纪法国又一位著名

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他影响较大的著作有《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哲学家

经济学家对政治社会自然的和必然的秩序的疑问》《论法制或法律的原则》。

马布利同其他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也是用理性论来论证共产主义的正义性



和必然性的。他认为，理性、自由和幸福是自然界赋予人类的本性，理性是“引

导我们走向幸福的唯一指导者”，它引导我们逐步实现财产公有、联合劳动的共

产主义社会理想。

马布利认为，人类在原始社会曾过着财产公有、共同劳动、团结互助的生活，

生产由渔猎发展到农业而后到手工业，人人是平等的，这是符合自然状态的黄金

时代。但后来由于公务员失去公正，化公为私，公权变为私权，最后成为统治者，

导致公有制瓦解。

他认为，私有制社会的建立，违反了自然状态：它造成贫富悬殊、阶级分化、

少部分人压迫大部分人和暴君专制的出现；它造成贪欲竞争、掠夺、游手好闲等

种种腐败现象和不平等，带来人品降低的一切不幸；它造成了频繁的对外侵略战

争。马布利指出，既然私有制造成暴君专制的出现，那么人民就有权拿起武器恢

复自由，反抗暴政。

在批判私有制的基础上，马布利提出了他的理想共和国的设想：“在这里，

人人都是富人，人人都是穷人，人人平等，人人自由，人人是兄弟，这个共和国

的第一条法律就是禁止财产私有”，实行财产公有，共同劳动，按需分配。马布

利指出，由于私有贪念对人们侵蚀太深，理想社会不可能很快达到，只能逐步实

现。据此，他制定了一套改造社会的立法方案，包括限定人们占有土地的数量，

禁止超额占有，以保证公民之间的平等：只征收直接土地税，废除各种苛捐杂税，

有财产者纳税，无财产者免税，以免滥征、超征课税，使执政者产生不公正的念

头；制定“取缔豪华法”，反对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限制遗产继承权，使财产

逐步分散，以利于实现财产平等；禁止经商，因为商业是一种罪恶勾当，使人堕

落。

（三）19 世纪前半期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

19 世纪前半叶，英、法两国先后完成了工业革命。随着英、法资本主义生

产关系的发展，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也进一步暴露和激化。反映这个时期

无产阶级利益的思想理论，是以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为代表的空

想社会主义。这个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批判矛头直接指

向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从而把他们的思想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们对资本

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批判更深刻，对未来社会提出更多的天才预见，使空想社会主



义理论更加系统化，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直接思想资料来源。

视频鉴赏：《社会主义 500 年》_第三集_叛逆贵族 圣西门

克劳德·昂列·圣西门（1760—1825）出身于显赫的贵族家庭，自幼受到良

好的教育，在其《生平自述》中自称是“查理帝的后裔，圣西门公爵的嫡亲”。

如果想过安逸生活，他可以一辈子舒舒服服地安享荣华富贵。但他不愿意沉湎于

这样的生活，而是立志做“工人阶级的代言人”，为全人类的幸福而奋斗。1779

年，他以志愿军的身份赴美洲参加北美人民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战争。他作战勇

敢，几次负伤，连续晋级，被华盛顿授予最高奖赏——辛辛那提勋章。对于自己

在战争中的作用，圣西门曾经这样评价：“我可以自称是合众国自由的奠基者之

一。”然而，圣西门并不自满于此。他宣称，其天职根本不是当一个职业军人，

而是要从事更伟大的活动，就是要研究人类理性的进程，以便为将来改进人类的

文明而努力。抱着这样伟大的理想，战争结束后，圣西门放弃了有大好前途的军

队生涯，开始从事他所称的“改进人类文明”的伟大实践。1783 年，他向墨西

哥总督提出了开凿一条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运河的计划。1789 年，圣西门回国

参加了法国大革命，他郑重宣布放弃世袭的爵位和自己的显贵姓氏，改称“公民

包诺姆”（即老百姓庄稼汉）。群众选举他担任皮卡迪佩龙纳市市长和国民近卫队

队长，他认为自己出身于特权阶层，不适合担任这样的职务，因而予以拒绝。圣

西门利用革命动荡之后出现的难得的商机，与他人一起合伙经营房地产，很快成

为富甲一方的大富豪。但是，他发财的目的不是“筑起富丽堂皇的庙堂”，而是

要建起“荣誉的祭坛”。圣西门把赚来的钱财用于科学研究、款待教授请教知识

以及四处游历。钱财很快被花光，圣西门不得不白天在一家当铺当缮写员，晚上

在昏暗的灯光下著书立说。对此，他感到很神圣，说自己尽管“已到风烛残年，

但是我才刚刚走向真正的生活道路”。圣西门一生创作了《论实业制度》《新基督

教》等一系列著作，系统阐明了自己的见解。

视频鉴赏：《社会主义 500 年》_第四集_法郎吉传 傅里叶

夏尔·傅立叶（1772—1837）生于宫商家庭，父亲当过当地商业法庭庭长，

母亲家还有贵族称号。法国大革命动荡时期，傅立叶失去了倒卖的货物和独立经

商的资本，他为生计所迫当过交易所的经纪人、商店售货员、会计、发行员和推

销员，但他利用一切机会博览群书。在长期的经商过程中，傅立叶对资本主义商



业的内幕有了直接的感受和认识，深刻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尔虞我诈和民众的疾

苦。1799 年的一天，受老板的指令，他带人把因等待涨价而腐烂变质的 200 多

万公斤大米秘密抛进大海，当时法国还有 800 多万人处于饥饿状态。这件事深深

刺激了他。事后，一种无可名状的犯罪感一直困扰着傅立叶，促使他寻求“医治

社会疾苦的药方”和“新的科学”，因为“一切幻想消失了，所有的政治科学和

道德科学都被人怀疑并无可挽回地失去了信用”，“包括贫穷在内的最可耻的灾难

都会在某些教条的掩护下永远地继续下去”，“社会的幸福必须求之于另一种新的

科学”。之后，傅立叶近 40 年如一日地从事写作和宣传自己的学说，经常工作到

深夜，一直到去世的前夕。他笔耕不辍，先后发表了《全世界和谐》《四种运动

论》《宇宙统一论》《论商业》等著述，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刻而辛辣的批判和讽

刺，描述了其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和谐制度，以普遍的协作代替文明社会的个

人竞争，使人们摆脱贫困、痛苦、灾难和不幸。

视频鉴赏：《社会主义 500 年》_第五集_孤岛沉没 欧文

罗伯特·欧文（1771—1858）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9岁就在一家呢绒店

当学徒，尽管生活十分艰苦，但他一直利用业余时间自学。凭着自己的勤恳和智

慧，年仅 20 岁就在英国实业界崭露头角，1791 年开始管理有 500 名工人的大厂，

享受优厚的待遇。在管理过程中，欧文亲眼看到了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后果，他

对穷苦的工人给予深厚的同情，并尽自己的能力来改善工人的生产生活条件。

1799 年，欧文与他人一起买下了包括 4 个大纺织厂、一个大机器制造厂和占地

150 亩在内的新拉纳克工厂。随之，他进行了一系列既要“有利于社会的大规模

试验”，又要“牟利”的改革活动，如压缩工作时间；禁止雇佣童工；提高工人

工资；设立工厂商店，排除商人的中间剥削；拓宽街道，扩大广场和公园；为工

人建住宅；设立互助储金会和医院；发放抚恤金；创办幼儿园和学校；等等。这

些改革措施使工厂面貌焕然一新，企业不但没有减少利润，反而增加了大量利润，

酗酒、诉讼、仇视等不见了，新拉纳克工厂变成了一个“完善的模范移民区”，

获得了“幸福之乡”的称号，欧文也因此成为享誉欧洲的富有工厂主和慈善家。

然而，欧文没有满足，他开始提出财产公有、消灭私有制、共同劳动的理想社会

计划，并进行社会试验。他的这些主张遭到资产阶级的普遍排斥，受到了主流报

刊的封杀，他也被逐出了上流社会。但欧文不为所动，1824 年他带着 4 个儿子



和一些门徒跑到美国，用他积累的财富购得 3万英亩土地，进行“新和谐公社”

的共产主义新村实验，引起了美国和西欧的广泛关注，有 1000 多人参加了实验

活动，包括了美国的一些知名人士。由于缺乏管理经验，消费超过了生产，试验

无法持续下去。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很快淹没了欧文的“新和谐”孤岛。1828

年，公社瓦解，几乎耗尽了欧文的全部资产。回到英国后，欧文在工人阶级中进

行共产主义宣传和实践活动，并推行在生产领域建立合作社、在流通领域组织公

平交换市场的合作运动。1832 年，英国的合作社达到几百个。1833 年，欧文当

选英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会组织“全国生产大联盟”主席，成为英国职工

会的创始人。在积极进行实践活动的同时，欧文出版了《新道德世界书》《人类

思想和实践中的革命》等著作。欧文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方案，就是建立在公有制

基础上的“新和谐公社”。1858 年 11 月初，87 岁高龄的欧文在全国社会科学促

进协会代表大会上作演讲，但因体力不支昏倒在台上，11 月 17 日与世长辞。

二、空想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和主张

空想社会主义在对资本主义批判和揭露的基础上，对未来美好社会进行了精

心勾画和设计，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和观点。

第一，废除私有制和雇佣劳动，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莫尔提出，未来社会

应实行财产公有，大家都热心于公事，“每人一无所有，而又每人都富裕”。康帕

内拉提出，未来社会要实行绝对的公有制，没有阶级的区分，没有贫富的对立，

由贫富对立而引起的一切恶习也都不再存在，人剥削人、人压迫人和少数人发财、

多数人贫困已成为过去。梅叶提出，人人生而平等是自然权利，自然权利就是消

灭阶级和一切阶级差别的社会平等。欧文认为，私有制、宗教和婚姻形式是阻碍

社会改造的三大障碍和祸害，其中最主要的是私有制。私有制“是人们所犯的无

数罪行和所遭的无数灾祸的原因”，是隔阂、仇视、欺骗、敲诈、卖淫等各种丑

恶现象的根源，也“是各国的一切阶级之间的纷争的永久根源”。有的空想社会

主义者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废除私有制的主张，但对私有制带来的弊端和罪恶进行

了深刻的揭露。

第二，改变资本主义分配制度，实行共同劳动，合理分配。莫尔认为，资本

主义制度造成贫富两极对立，“一面穷困不堪，一面又奢侈无度”。欧文通过对资

本主义企业赢利的计算，揭露了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劳动者创造的巨量财富，大部分落入了资本家的私囊，造成了工人阶级挨饿受冻，

日益贫困。欧文痛斥英国资本主义社会是“知识与无知的结合，富贵与贫困的结

合，奢侈与忍辱受苦的结合”。欧文认为，资产阶级政府是掠夺、暴虐和欺骗的

集合体，它使用暴力和欺骗手段“掠夺和折磨生产阶级，并为他们制造低劣、有

害和罪恶的条件”；它经常宣称“保证人民得到持久的福利”，实际上是空话。针

对资本主义分配制度的不合理，空想社会主义提出了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的思想。

圣西门提出，“要各按其能，各按其劳”。这已经隐约反映出他对社会主义各尽所

能、按劳分配原则的猜测。傅立叶提出，分配应该按劳动、资本、才能三方面进

行，即“按比例分配”。欧文还提出了消灭货币和实行按需分配的思想。欧文还

播撒了创办合作工厂的种子。曾经在英国出现的合作工厂、合作社的试验，都是

欧文合作制思想的产物。

第三，消灭商品交换，有计划地组织生产。圣西门指出，欧文提出了教育与

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是“一切灾难中的最严

重的灾难”。傅立叶指出，资本主义罪恶的根源主要是生产的分散性或不协调的

劳动。文明制度一方面拥有大规模生产，另一方面生产仍然是分散的，这种矛盾

必然引起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引起各企业主之间的激烈竞争，产生垄断。竞争又

通过商业造成“经济生活周期地陷入混乱”，从而使经济危机的爆发成为不可避

免。傅立叶形象地把经济危机叫作“多血症的危机”，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用

自然的、协作的、诚恳的、诱人的生产代替“虚伪的、分散的、欺诈的、令人厌

恶的生产”。因此，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未来社会应该有计划地组织生产。莫

尔提出，未来社会产品直接满足社会全体成员需要，社会生产是按计划组织起来

的，避免了盲目性。格拉古·巴贝夫认为，“未来社会”的平等不仅体现在政治

权利方面，而且还要扩大到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无政府状态将被有计划的生产

所代替，整个社会“不再有盲目经营的危险，不再有任生产或生产过剩的危险”。

第四，消灭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阶级差别。康帕内拉提出，

未来社会重视生产技术的革新和发明创造，利用新的生产技术减轻劳动强度和提

高劳动成效，创造更为富裕的生活；实现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教育与

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是光荣和受人尊重的事，消灭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

别。梅叶提出了“流汗是道德之源，而劳动是光荣之本”的观点，认为劳动不仅



创造物质财富、保证人们过上幸福生活，而且也是锻炼人们优秀品质和高尚道德

情操的必要手段。摩莱里提出，劳动是幸福的事业，“同心协力使劳动变成了有

趣和轻松的活动”。圣西门提出“劳动是一切美德源泉”、一切人都应当劳动的积

极主张，实际上提出了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思想。他们还提出了未来社会要以自由

劳动和协作为出发点，要求取消雇佣劳动，必须把劳动和享受统一起来的思想。

傅立叶认为，在未来社会里“教育的目的在于实现体力和智力的全面发展”，劳

动是建立在协作制度前提下的“以诚实和诱人的劳动为基础的正面世界”。人们

都能按照自己的兴趣劳动，劳动恢复了它本身的面貌，变成一种享受。欧文提出，

合作公社制度下的社会生活要把城市和乡村结合起来，把工业和农业结合起来，

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消灭三者之间的差别；教育同生产劳动结合起

来，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人。

第五，主张把国家变成纯粹的生产管理机构，直至最后消亡。从未来社会的

国体和政体、国家职能、民主和法制问题直到国家消亡问题，空想社会主义提出

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莫尔设想，未来社会实行民主的政治制度，人民选举产生

首领，不允许专制独裁；法律条文少而明确，解释简单；信仰自由，免费医疗，

人们把快乐当作追求的目标。康帕内拉提出，理想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机构是

按照民主原则和“贤人政治”的原则组织起来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新型的

关系，团结友爱、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圣西门认为，未来社会的政治将是关于

生产的科学，对人的管理将代之以对物的管理。这是关于国家消亡思想的萌芽。

从历史的发展和有规律的思想出发，傅立叶辛辣地嘲笑了鼓吹资本主义制度永存

的观点。他指出，在历史上，蒙昧制度、宗法制度、野蛮制度和文明制度不过是

痛苦多难的一些荆棘丛生的小道，不过是上升到更完美的社会制度的阶段而已，

而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处于文明制度的衰落阶段，由此可见，把衰落的东西看成永

恒存在的东西，是很可笑的。

第六，妇女解放和婚姻自由问题。欧文提出，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

的婚姻制度，根本不是以两性的纯洁的爱情为基础，而是在私有财产和宗教信仰

的基础上形成的许多极为离奇的结合，是以图谋财产为目的的。通奸和卖淫是这

种制度的必然产物。这种制度给家庭特别是给妇女和儿童带来无穷的灾难。莫尔

提出，未来社会实行一夫一妻制。欧文提出，婚姻应该建立在爱情基础之上，实



行自由的婚姻制度；将人口的生产与节制结合起来，制定必要的制度，以防止人

口过剩。傅立叶认为，妇女问题的性质随着社会制度的变化而有所不同，资本主

义的婚姻制度是一种使妇女受压迫、受苦难的制度，婚姻之中并无爱情，而在和

谐制度下，男女平等，婚姻完全建立在两性相互爱慕的基础上，两性结合或离异

都是完全自由的。对傅立叶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恩格斯的评价是，“他第一个

表述了这样的思想：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

三、空想社会主义的进步与局限

空想社会主义是正在产生的无产阶级的“象征、表现和先声”，是早期无产

阶级“对社会普遍改造的最初的本能的渴望”，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提供了丰

富的资料和启示，特别是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已经包含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萌芽。

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赞扬空想社会主义者特别是 19 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

者的成就。马克思指出，我们不应该否定这些社会主义的鼻祖，正如现代化学家

不能否定古代的炼金术士一样。恩格斯也指出：“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

不会忘记，它是站在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个人的肩上的。虽然这三个人的

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

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

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历史功绩，首先在于他们在资本主义

制度刚刚产生不久，就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批判了这个制度的几乎一切弊病，把

这个制度日益加深而又不可克服的矛盾提到了人们面前。他们都抱着深切同情无

产阶级的态度，揭露了上层统治阶级的腐败、残暴和无能，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

劳动人民诉说了遭受剥削和奴役的重重苦难。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主张对科学社

会主义的创立和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三次引用莫尔

在《乌托邦》中的材料。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对资本

主义制度的批判，给予很高的评价。例如，1845 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同“真正

的社会主义”思潮的斗争中，就曾拟定过出版英法两国空想社会主义优秀著作的

计划。当时出版的由恩格斯翻译并写了前言和结束语的《傅立叶论商业片断》，

就是该计划的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特别重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对资本主

义制度的批判，是因为这种批判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基础，“提供了启发

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圣西门指出，资本主义时代是“过渡时代”；傅立



叶郑重提出，应该怀疑资本主义制度；欧文则宣布，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过时，迫

切要求进行人类事业中的巨大变革。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制度

弊端的揭露和控诉，为人们提供了研究资本主义血泪发迹史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

尽管空想社会主义者在资本主义还不发达的时代“不得不从头脑中构想出新

社会的要素”，但是他们“处处突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来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

天才的思想”，体现了不少“共产主义思想的微光”。列宁曾指出，“马克思的学

说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极伟大的代表人物的学说的直接继续”。

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哲学思想，大多是唯心主义或旧唯物主义的，但其中也包

含一些对历史唯物主义有价值的猜测。康帕内拉反对天主教神学和经院哲学，主

张以经验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在神学思想统治一切的年代尤为可贵。圣西门

认为，历史不是偶然事件的堆积，而是有规律可遵循的：他认为，所有制决定政

府形式，政府形式不是本质，确定所有制才是本质。所有制是社会大厦的基石。

圣西门不仅提出了历史不断进步和有规律可循的思想，而且用史实驳斥了认为奴

隶社会比原始社会退步、中世纪落后于古希腊罗马的错误观点。圣西门还看到阶

级斗争对历史发展的作用。他认为 15 世纪以来的西欧历史，就是工厂主反对贵

族的斗争，是两个经济利益对立的阶级之间的斗争，法国大革命不过是这个斗争

的“插曲”。不仅如此，圣西门还进一步指出，法国大革命不仅是资产阶级与封

建阶级的斗争，而且是无产阶级与封建贵族、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恩格斯称赞

说：“这在 1802 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在傅立叶看来，历史是一个有规律的发

展过程，每一个阶段都不会停止下来，而力求要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阶段。社会运

动像空气和水一样，如果停止运动，它就会变臭。人类历史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有

上升时期和下降时期，整个人类历史也有上升阶段和下降阶段。这在一定程度上

猜测到了历史辩证法的特征。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空想社会主义者对

未来社会改革都提出了积极主张。他们的方案虽然是空中楼阁，有许多想入非非

的东西，但正如马克思所言，其中也包含有“对新世界的预测和幻想的描述”，

即他们对未来社会提出了许多积极主张。例如，傅立叶提出未来社会要以自由劳

动和协作为出发点，要求取消雇佣劳动，必须把劳动和享受统一起来。在未来社

会里，当人们都能按照自己的兴趣劳动，劳动就恢复了它本身的面貌，变成一种

享受。傅立叶的这些思想是非常深刻、非常宝贵的，恩格斯对此极为称赞，把这



些思想称为“第一个确立了社会哲学的伟大原理”。对于欧文创办合作工厂、合

作社的试验，马克思十分肯定并予以称赞，指出对这些伟大的社会试验的意义不

论给予多么高的估价都是不算过分的。

空想社会主义为人类思想史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由于受时代条件特别是无

产阶级自身发展阶段的局限，存在着许多片面性不成熟性。主要表现在：

第一，否认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崇拜幸运的偶然性，宣扬天才论和英雄史观。

空想社会主义者总是幻想有一个天才的人物出现来解救无产者于水深火热之中。

第二，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力量，始终没有找到改造社会的物质力量。他们普

遍地对无产阶级采取同情的态度，但认为他们只是受苦受难的群体，是需要同情

和怜悯的阶级，看不到无产阶级的任何历史主动性。在他们的心目中，无产阶级

不是推翻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根本力量。他们不加区别地向整个社会呼吁，而且

主要是向统治阶级呼吁。圣西门和傅立叶都曾多次上书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希

望皇帝接受他们提出的变革社会的计划，从而倡导创造新世界的工作。傅立叶一

直幻想用和平的方式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希望得到有钱人和社会名流的支持。他

在报纸上刊登广告，说他每天中午 12 点在家接见答应出资建设和谐制度的人。

但是。一直到死，他也没有等到一位这样的有钱人。欧文直到 19 世纪 50 年代，

还力图说服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理解他的原则和方案是合乎理性的，希望女王接受

他的社会改革方案。但是，他们所得到的，却是无情的嘲弄，这些帝王甚至把他

们看成疯子。至于他们所做的许多共产主义试验，也没有一个不是以失败告终的。

第三，离开阶级斗争去设计、谈论和实践社会主义，实践活动充满幼稚的幻

想。圣西门不仅鼓吹在资本家和封建贵族之间实行阶级合作，而且鼓吹在劳动者

和剥削者之间实行阶级合作。欧文认为，对于人性的正确认识将消除人间一切仇

恨和愤怒，并为新的社会制度铺平道路。在欧文看来，尽管工人对资本家的愤怒

是有理由的，但把“人间地狱”变成地上天堂，不能靠愤怒，不能靠阶级斗争，

而只能靠宣传、示范，而争取舆论。对于欧文及其门徒的这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偏见，恩格斯作了深刻的批判，指出欧文的社会主义虽然在实质上要超越资产阶

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但在形式上仍然以极宽容态度对待资产阶级。

第四，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基础是理性原则，他们的社会主义是从道德情

感出发的社会主义，而不是从物质生产实际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出发。空想社



会主义者从理性支配世界和天才论的唯心史观出发，认为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根

本障碍是理性的迷误和先前没有出现解除这种迷误的天才人物。认为一个国家的

政治制度、法律决定其经济状况，而政治制度、法律的好与坏，又决定于人的理

性，只有进行完善的道德教育，改善人们的理性，才能保证有好的政治制度和法

律，才能最终实现理想的社会。正是由于无论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还是对未

来新社会的构想，空想社会主义者依据的都是人类的理性和正义等普遍原则，他

们则更倾向于从道德上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和设计未来社会的蓝图，而不了

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资本主义的本质。

小结：

世界社会主义有着近 500 年的发展历史。它的最初形态是空想社会主义，时

间从 16 世纪初到 19 世纪 30—40 年代，其影响几乎遍及欧洲，并达于美洲。空

想社会主义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在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作为资本主义的

对立物、批判者出现的。它是反对资本主义的众多思想体系中一颗耀眼的明星，

对未来社会的构想具有较为深刻的历史意义和较为丰富的思想内涵。托马斯·莫

尔等人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先驱，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是空想社会主义的集大成

者。科学社会主义创立后，空想社会主义日渐失去了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