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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19世纪30—40年代工人运动的发展。马克
        思主义在斗争中诞生
        一、西欧各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矛盾的激化，早期的工人运
动。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
        二、英、法、德三国无产阶级独立的政治运动
        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参加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创立
科学共产主义理论
      第二节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建立。《共产党宣言》的发表
        一、“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建立
        二、《共产党宣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战斗纲领
      第三节  1848年欧洲革命时期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马克思
主义的发展
        一、法国二月革命，巴黎工人六月起义及其意义
        二、德国三月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制定了德国无产阶级在资
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斗争纲领和策略
        三、1848年欧洲的民族解放运动。马克思主义关
        于民族运动的理论和策略
        四、马克思、恩格斯对1848年欧洲革命基本经验
        教训的总结
    第二章  第一国际时期欧美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同各种
机会主义的斗争
      第一节  19世纪50—60年代初期欧美各国工人运动
        从低潮走向高涨。第一国际在斗争中建立
        一、19世纪50—60年代初期欧美各国阶级矛盾
        和民族矛盾的激化，工人运动从低潮走向高涨
        二、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巨大成就，《资本论》初稿完成
的伟大理论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三、马克思、恩格斯为迎接新的革命高潮而进行的革命实践活
动。恩格斯研究军事科学的巨大成就
        四、1863年波兰人民反对沙俄霸权统治的民族起
        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摧毁沙俄是欧洲无产
        阶级解放的先决条件的光辉思想
        五、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国际纲领和路线的制定
    第二节  第一国际前期，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主义的斗争
        一、蒲鲁东主义的产生和影响。马克思、恩格斯从理论上对蒲
鲁东主义的批判
        二、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主义在如何对待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上
的斗争。第一国际关于波兰问题的正确立场
        三、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主义关于无产阶级解放道路问题的激



烈斗争。第一国际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粉碎蒲鲁东主义者的进攻
      四、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主义关于所有制问题的尖
        锐斗争。第一国际1868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
        反对蒲鲁东主义斗争的胜利
    第三节  第一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同工联主义的斗
        争
      一、19世纪50—60年代英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和工
        联主义的出现
      二、马克思主义同工联主义关于工人运动道路和领
        导权问题的尖锐斗争
      三、在无产阶级参加英国第二次选举改革运动问题
        上，马克思主义同工联主义的斗争
      四、19世纪60年代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
        马克思主义同工联主义在爱尔兰问题上的两条
        路线斗争
    第四节  第一国际后期，马克思主义同巴枯宁主义的
        斗争，巴枯宁阴谋集团被粉碎
      一、19世纪60年代末国际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巴
        枯宁主义和巴枯宁阴谋集团的出现
      二、第一国际1869年巴塞尔代表大会前后反对巴
        枯宁阴谋集团篡夺国际领导权的斗争
      三、巴黎公社失败后，巴枯宁派对国际的猖狂进攻。第一国际18
72年海牙代表大会反对巴枯宁阴谋集团分裂活动斗争的胜利
      四、海牙代表大会后，巴枯宁集团的疯狂反扑。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思想上清除巴枯宁主义影响
        的斗争
        五、第一国际的解散及其历史地位
    第三章  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巴黎公社革命
      第一节  普法战争的爆发，法国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激化。3
月18日巴黎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一、普法战争的爆发与9月4日革命。第一国际总
        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革命策略
        二、9月4日革命后，巴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
        卖国投降活动的斗争
        三、3月18日巴黎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第二节  巴黎无产阶级为实现和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一、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尝试——巴黎公社的诞生及其
革命措施
        二、公社是国际的精神产儿和国际对公社的支持。凡尔赛反革
命集团勾结各国反动派猖狂进行复辟活动
        三、巴黎工人和革命群众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反复辟的英勇斗
争
      第三节  巴黎公社的伟大历史意义及其经验教训
        一、巴黎公社革命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
的社会革命的曙光



        二、《法兰西内战》的发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巴黎公社基本
经验的总结
    第四章  欧美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建立和第二国际前
        期活动。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
        的斗争
    第一节马克思主义同拉萨尔主义的斗争。《哥达纲
        领批判》的伟大意义
      一、拉萨尔主义的出现及其危害
      二、19世纪6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对拉萨尔主义
        的批判。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与成长
      三、爱森纳赫派在德国工人运动统一问题上对拉萨
        尔派的无原则让步。《哥达纲领批判》的伟大历
        史意义
    第二节  19世纪70年代后期马克思主义同杜林主义
        的斗争。德国《非常法令》时期马克思、恩格
        斯指导德国党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一、杜林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猖狂进攻，马克思主
        义者反对杜林主义的斗争
      二、马克思主义同杜林主义的根本分歧。  《反杜林论》的伟大
意义
      三、《非常法令》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反对苏黎世三人团右倾机会主
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恩格斯在理论战线上打退资产阶级的新进攻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社会主义政党、组
        织在欧美各国的建立。马克思、恩格斯为欧
        美各国党的革命化而斗争
      一、欧美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广泛
        传播，社会主义政党和组织的建立
      二、法国工人运动重新高涨。马克思主义同“可能
        派”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三、19世纪70—90年代美国工人运动的兴起和发
        展。马克思主义者对美国社会劳工党宗派主义
        的批判
        四、英国80—90年代工人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
        义者对英国社会党人的宗派主义和费边社改良
        主义的批判
      第四节  第二国际的建立及其前期活动。马克思主义者为坚持无
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而斗争
        一、第二国际的建立。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无政
府主义的斗争
        二、恩格斯在德国《非常法令》废除后反对议会主义的斗争
        三、90年代法、德等国农民运动的发展。  恩格斯对法、
德两党在农民问题上机会主义路线的批判
    第五章  世界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马克思主义发展到
列宁主义阶段。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
      第一节  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列宁为在俄国建立马



克思主义革命政党而斗争
        一、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
        二、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出现和泛滥。国际马克思主义者反对
修正主义的斗争
        三、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工人运动的逐步结合。列宁反对伯恩施
坦主义及其在俄国的变种——经济主义的斗争
      四、俄国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的建立。马克思主义
        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反对
        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
        的斗争
    第二节  俄国1905年革命。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革
        命高潮和低潮时期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
        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斗争
      一、俄国1905年革命的爆发。马克思列宁主义与
        机会主义两条策略路线的斗争
      二、俄国1905年革命的历史意义。对1905年革命
        两种根本不同的估计
      三、革命低潮时期布尔什维克反对取消派和召回派
        的斗争
      四、列宁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而斗争。《唯物主义和经验
批判主义》的伟大意义
    第三节  战争危机年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反对第二国
        际修正主义的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和第二国际的破产
      一、20世纪初期各国工人运动的高涨和亚洲的觉
        醒
      二、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和哥本哈根代表大
        会上，列宁团结左派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巴
        塞尔大会的反战宣言
      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公
        开背叛和第二国际破产的历史教训
    第四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反
        对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
        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发
        表
        一、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及其对考茨
基“超帝国主义论”的批判。社会主义在一国或几国首先胜利的理论
        二、列宁和各国左派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反对社会沙文主义和
社会和平主义的斗争
      三、列宁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
        四、列宁为团结各国革命左派反对考茨基主义而斗争。国际社
会主义者齐美尔瓦尔得会议和昆塔尔会义
    第六章  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第一节  十月革命是暴力革命的辉煌胜利。《国家与革命》的伟
大意义



        一、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布尔什维克党从民主
        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
        二、布尔什维克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武装起义路线。《国
家与革命》一书的伟大意义
        三、彼得格勒武装起义的胜利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建
立。革命向全国发展
      第二节  布尔什维克党为巩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
        一、巩固苏维埃政权的革命措施。列宁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
题上反对托洛茨基、布哈林的斗争
        二、苏维埃政权粉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的伟
大胜利
        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捍卫十月革命道路反对考茨基主义的斗
争。《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的发表
      第三节  十月革命胜利的伟大世界历史意义
        一、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二、十月革命的道路是世界人民获得解放的共同
        道路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事年表（1848—1920年）
        插  图
      卡尔·马克思（1882年）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1年）
      第一国际时期（1864—1876）国际工人运动&128—
      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女儿燕妮、
        爱琳娜和劳拉
        巴黎公社（1871年3月18日—5月28日）&264—
        第二国际时期（1889—1914）国际工人运动&360
—
        1893年第二国际苏黎世大会
        1920年5月列宁在斯维尔德洛夫剧院广场向出发到前线去
反击白匪军的士兵讲话
        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一部分同志合影
        弗·伊·列宁1918年10月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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