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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明是越南共产党的创建者、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缔造

者和马列主义越南化早期探索、实践的思想家和革命家。胡志

明思想是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系列关于越南民族解

放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系统观点和思想。本文依据胡

志明的著述以及越南革命实践和历史经验来阐释胡志明思想

的发展进程、以及其精髓和红线。

胡志明思想：马列主义越南化之最初典范

20世纪前后，由于法国殖民主义者的殖民地开发，越南民

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一定程度发展，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

级的出现和成长提供了土壤，由此形成的工人阶级也为接受马

克思主义准备了阶级基础。与此同时，国内维新派领导的民族

运动遭到镇压，国内民族运动渴求新的指路针。就当时国际形

势而言，“十月革命的雷声唤起越南的爱国人士转向苏联，吸

取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和法国

共产党进行的革命斗争，并开始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传播到

越南。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伟大的十月革命斗争经验的火炬

照亮了越南革命的道路。”①由此，越南开始了马列主义越南本

土化的历史进程，相继进入了胡志明思想的产生期、形成期和

发展期等阶段。

1930年2月3日，胡志明在香港主持越南共产主义组织的统

一会议，会上成立了统一的越南共产党。他在会上提出的《简

要政纲》和会后发表的《印度支那共产党成立号召书》为越南

的民族解放提出了一条明确的革命路线，也成为了胡志明思想

的雏形。

胡志明领导越南共产党和越南人民对法国殖民主义者和

日本法西斯进行了长期斗争，胡志明思想在革命实践中不断修

正、完善，历经考验。随着1941年一届八中全会上的革命路线

调整和1945年“八月革命”的胜利，胡志明思想得到越共党内

普遍认同，标志着胡志明思想的基本形成。1945年越南建国以

后，胡志明思想不但在抗法、抗美的民族独立战争中继续统领

全党和全国人民英勇奋战，而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

中进入了新的发展期。

在1991年6月的越共七大上，越南共产党正式提出“胡志

明思想”，把“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胡志明思想作为思想的

根基和行动的指南”②写进自己的纲领和章程。2001年4月的越

共九大正式确定胡志明思想的内涵是“关于越南革命的基本问

题、关于从人民民族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全面而深刻的

观点，是继承和吸收，并在越南的具体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和

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成果，同时是越南民族的精华和时代的

智慧结晶，它的目的是为了民族解放、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

建设一个和平、统一、民富、国强、社会公平、民主、文明的越

南。”③在2011年越共十一大的文件中更为详尽地指出胡志明

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民族解放、阶级解放、人类解放的思

想；民族独立与社会主义相结合，民族力量与时代的力量相结

合；人民的力量，民族团结的力量；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建设

属于人民、人民作主、为人民的国家；全民国防，建设人民武装

力量；发展经济和文化，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和精祌生活；革

命的道德：勤俭廉正，大公无私；为革命的事业培养接班人；

建设纯洁、强大的党，干部、党员既是领导，也是真正忠诚于人

民的公仆。”④

可见，胡志明思想有着一套较为系统的政治理念，把马列

主义与越南的具体条件相结合，制定了正确的越南革命战略和

策略，取得民族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建立社会主义

制度。它是在结合越南国情的基础上对马列主义的继承与发

展，可以说是马列主义越南本土化的最初典范。

【摘要】胡志明是马列主义越南本土化的主要倡导者和领导者。在越南民族解放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中，他为
马列主义越南本土化的早期探索作出了巨大贡献，并形成胡志明思想，可谓马列主义越南化的最初典范。其中，民族独

立与社会主义相结合乃其思想之精髓，党建思想作为红线贯穿其发展当中。

【关键词】胡志明　马列主义越南本土化　胡志明思想
【中图分类号】K333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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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胡志明思想形成及其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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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独立与社会主义相结合：胡志明思想之精髓

胡志明在谙熟越南传统文化和世界人类文明的基础上，接

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始终结合越南和世界的革命实践，

形成、发展和完善自己的思想，胡志明思想的精髓是把民族独

立与社会主义相结合。如何运用国内外因素取得民族殖民地革

命运动的胜利，如何处理好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成为

胡志明在早期探索马克思主义越南化进程中的两大主题。

第一，鼓舞国内斗志争取国际支持，创新列宁提出的民族殖

民地革命运动的重大理论。胡志明最初接触马列主义是读到列

宁发表在1920年7月的法国《人道报》上的《关于殖民地和民

族问题的论纲》。正如他所说：“列宁的提纲使我（胡志明）非

常感动、振奋、豁然开朗和充满信心！我高兴得热泪盈眶，独

自坐在屋里，但却像对广大群众讲话一样大声嚷起来：‘被奴

役的苦难的同胞们！这是我们所需要的，这是我们解放的道

路！’”⑤在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自我解放”理论、列宁建党学

说和共产国际的影响下，胡志明认识了殖民地民族革命的重要

性，认为以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不能把民族解放的希望寄托

于西方宗主国。他鼓舞和动员越南人民要勇于反抗殖民统治，

指出“根据列宁的意见，西欧革命要取得胜利，就必须同被奴

役的各个殖民地国家的反对帝国主义、争取解放的运动紧密地

联系起来”⑥，相信越南人民完全可以主动站起来，以自己的力

量解放自己的民族。

在列宁的殖民地民族解放理论指导下，胡志明不但认识到

殖民地无产阶级自身的革命潜力，而且利用其自身共产国际成

员的身份和各种机会，督促共产国际和宗主国的无产阶级关注

殖民地问题。1920年12月，胡志明以法国社会党党员的资格参

加图尔大会，呼吁法国“社会党必须为支持被压迫的殖民地人

民进行切实的活动”⑦。在1924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

大会上，胡志明在发言中强调共产国际对殖民地解放运动的责

任，呼吁共产国际“加强宣传工作和在已有共产国际支部的殖

民地国家的当地人中发展党员”⑧。可见，在早期的越南革命准

备阶段，胡志明不断积极争取共产国际、宗主国的无产阶级等

外界进步力量关注殖民地问题、推进殖民地解放运动。

胡志明将列宁“一国胜利论”的创见及殖民地解放理论运

用于指导越南革命，突出强调殖民地民族革命的重要性，并在

革命实践中取得了成功。不夸张的说，这是胡志明对马克思主

义越南化早期探索的重要贡献。

第二，创造性地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寻求一条符合越

南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阶级矛盾是

次要矛盾。越南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主要体现于越南的农

村公社和“公田制”的长期存在，它们始于越南封建时代，直到

1945年胡志明领导的“八月革命”取得胜利，这些制度才被废

除。越南封建统治时期，土地所有形式除了国家和私人所有，

另一种即是公田制。公田制的残余，使得农民有田可耕，不至

于流离失所，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另一方面，村社共

同体以家长制的形式来维持，其阶级关系通常隐藏在家长关

系之下，阶级矛盾被掩盖起来。虽然越南农民深受双重压迫，

但他们的反抗意识薄弱，这是因为依靠“父母与子女”、“长辈

与晚辈”的家长关系来维持的村社制度，“冲淡了阶级意识，

削弱农民和封建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精神的作用”⑨。相对于

其他封建社会，越南的社会阶级矛盾不那么尖锐。但是，同一

时期的民族矛盾特别突出，越南的阶级矛盾常转化为民族矛

盾。列宁在取得十月革命胜利时就指出东方大多民族“面临着

全世界共产党人所没有遇到过的一个任务”，就是“必须以共

产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

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

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

条件。”⑩胡志明深受列宁上述观点的影响，他在1925年6月创

建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之时，就明确了此组织的重要特点之一

即：坚持民族解放高于阶级斗争。

胡志明有别于潘佩珠、潘周桢等越南民族解放运动领袖，

他所领导的越南共产党认识到要拯救国家和解放民族，除了无

产阶级革命道路之外，别无他途。可惜的是，因受到共产国际

“六大”左倾路线的影响，特别是在1930年春的“宜安苏维埃

运动”失败之后，印度支那共产党的政策转而将社会革命置于

民族革命之上，并且疏忽了打倒帝国主义这一首要任务。经过

印度支那共产党一届六中、七中全会的反思，直到1941年5月由

胡志明亲自主持一届八中全会，全党的革命路线重新回到“民

族革命高于阶级斗争”的正确方向，强调了民族解放的口号，

成立了越南独立同盟阵线。一届八中全会所做的战略、策略大

调整，将民族解放问题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对八月革命的

胜利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这是胡志明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

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越南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在探索马列

主义越南本土化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党建思想：贯穿胡志明思想之红线

胡志明从一个充满热情的爱国者转变为越南最早的共产

主义者，并且作为越南共产党的缔造者和培育者，将马克思列

宁主义建党学说与越南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不断总结经

验，形成了一套适合越南国情的建党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列

主义的党建学说。胡志明关于党和党的建设思想，是贯彻这一

体系形成和发展全过程的一条红线。

第一，坚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越南革命。在党的领导问题

上，胡志明早在《革命之路》中指出，要实现越南民族独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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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目标，“最适合越南革命的主义，只有马克思列宁

主义” 。要取得彻底的革命成功，首先要有革命的党，取得领

导地位，并在群众承认党的政策正确和党的领导能力的基础

上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在越南革命历史进程中，胡志明一直

强调越南劳动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是无产阶级政党。他在

1951年2月的越南劳动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重申：

“越南劳动党必须是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越南人民的英明、

坚决、忠诚的领导者，以便团结全民和领导民族抗战至完全胜

利，实现新民主。” 实践证明，自从有了无产阶级性质政党的

正确领导，有了明确的革命路线，越南民族解放革命才取得胜

利，掌握全国的政权，社会主义革命迈向成功。

第二，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与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相统一

的思想建设。从思想上建党，历来是胡志明的一贯主张，“党要

稳固就要有一种主义作为主心骨，每一位党员都要理解这种主

义，都要信仰这种主义。⋯⋯如今各种演说泛滥，但最真实、最

可靠、最革命的主义是列宁主义。” 胡志明深刻地认识到马

列主义是党的思想基础，以其教育武装党，加强党员的思想教

育，确保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另一方面，胡志明是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史上，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结合起来非常出色的一位

革命家。他在培育越南共产党成长中，不但帮助越南工人阶级

认识到民族责任，而且将国际共运与民族解放运动紧密结合，

他指出：“我们党也清楚地认识到，不能把我们现在的和将来

的活动限制在纯粹民族的框子里，这些活动和进步世界的共

同斗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三，坚持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组织建设。胡志明把民主

集中制视为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特别强调民主集中的辩

证统一关系。他强调集体领导是民主，个人负责是集中，集体

领导、个人负责就是民主集中，要坚持把握这一制度并创造性

地运用到党建工作中。在党内如果没有民主集中制，就不能实

现党的正确领导，所以，在党内要实行广泛的民主，“要真正

地扩大民主，从而使所有党员都能充分阐述自己的意见” 。集

体领导保证了民主的实现，在他领导下的越南共产党注重发扬

民主，坚持民主集体制，不存在个人专权的现象，也绝少出现

党内派系斗争。

第四，坚持以团结为目的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建设。胡志

明将在党的生活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作风建设的主要

内容之一，甚至将其提到世界观和党性原则的高度来认识。在

他看来，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党的发展规律，其目的包括增强

党的团结，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要想紧密团结就必须老实地

自我批评，诚恳地批评同志与周围的人，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实

现更为团结。在其遗嘱中他都不忘叮嘱道：“在党内实行广泛

的民主，经常开展自我批评与批评，是巩固和增进党的团结与

统一的最好办法。要有互相爱护的同志情谊。”

胡志明思想不仅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创立者们的基本思

想，而且符合越南的革命实践、革命规律，符合越南民族千年

来的最迫切、最基本的愿望和要求。胡志明探索马列主义越南

本土化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正确认识本国国情和社会主要矛

盾，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本土创新的基本前提；坚持无产阶级政

党的领导，是取得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胜利的关键因素；

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是推进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建设的

应有之义。

（作者单位：桂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系桂林

理工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

GT002401003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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