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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的力量》

前言

这套红色文化书系，突出红色文化这一主题。红色，是火与血的颜色，是党旗、国旗、团旗和队旗的
底色，是革命的象征。红色文化是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继承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吸纳人类
先进文明成果，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实践中所形成的伟大革命精神及其载体，是物质文化、制
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有机统一的体现。    有人认为，红色文化是历史形态的东西，如果将现在定位于历
史纵轴线原点的话，只有在原点以下才能找到它。其实不然，红色文化不仅存在于历史，也存在于当
下。我们每一个人的血液里都流淌着红色文化的因子，并因此而使其得以传承。红色文化的起源和发
展，其影响不仅是当时的、历史的，更是当下的、现实的；不仅是固化的、凝重的，更是发展的、鲜
活的。它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持续不断地发挥着印证历史、传承文明、弘扬精神的巨大作用。在
这一过程中，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它的承载者、实践者和创造者。    作为红色文化的核心，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我们工作和生活必需的营养元素。有了这一营养元素，我
们就能看清这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当今世界，学会分析各种层出不穷的社会现象和社会思潮，
在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拥有强劲的精神支柱和不竭动力。    
对于广大青少年来说，要想成为理想远大、信念坚定的新一代，品德高尚、意志顽强的新一代，视野
开阔、知识丰富的新一代，开拓进取、艰苦创业的新一代，就必须从红色文化中找寻自己的人生取向
和价值坐标，不断地锤炼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的路走得更好，让
自己的人生更具价值和意义。这是事关青少年个人健康成长的大事，也是事关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国
家和民族永续发展的大事。    组织编写这套红色文化书系，是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
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要求，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学习教育的一个重要举措。这个书系是提高青少年思想政治素质的生动教材。组织者、出版者、
作者期望这一书系能够成为广大读者的良师益友，并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在红色文化这一主线
下，这个书系分为革命领袖生平业绩、马克思主义名著导读、国际共运史、中国革命史、国外马克思
主义和革命导师的写作与演讲风格等系列，共数十本图书。透过书系每本图书的字里行间，读者可以
在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时空转换中领略到思想的深刻性、故事的趣味性、知识的广泛性和方法
的独特性，更能体会到理想信念、宗旨意识、艰苦奋斗、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改革创新等的强大力
量。    这里，有我们当代中华民族发展的血脉。    这里，有我们当代中国青少年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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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的力量》

内容概要

邓泉国、孟迎辉的这本《信仰的力量——国际共运史人物的故事》为“红色文化书系”中的一本。
    《信仰的力量——国际共运史人物的故事》中所讲述故事的主人公就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他们
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思想保持着友谊和忠诚的魏德迈，为德国工人运动奋斗终生并富传奇
的李卜克内西父子，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创始人和领导
人之一倍倍尔，法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国际歌》的词作者鲍狄埃，马克思的学生、出
色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法国与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拉法格，国际社会主义妇女运
动的杰出领袖蔡特金，德国社会民主党著名的左派领袖、反对德国军国主义的不屈战士卢森堡以及反
法西斯的坚强旗手季米特洛夫。

Page 3



《信仰的力量》

书籍目录

前言新大陆的播火者 ——约瑟夫·魏德迈的故事永做革命士兵 ——威廉·李卜克内西的故事工人阶
级的忠实儿子 ——奥古斯特·倍倍尔的故事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 ——欧仁·鲍狄埃的故事巴黎
光明之城的一盏明灯 ——保尔·拉法格的故事我是剑，我是火焰 ——卡尔·李卜克内西的故事飞翔
吧，革命的鹰 ——罗莎·卢森堡的故事国际妇女运动之母 ——克拉拉-蔡特金的故事反法西斯的旗手 
——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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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的力量》

章节摘录

新大陆的播火者——约瑟夫·魏德迈的故事    我已经和这里的工人运动血肉相连，因此，连我自己都
已经不能肯定，再次爆发革命时我是否值得回到欧洲去。⋯⋯在那里，一个多余的人在不在场无关紧
要，而在这里很需要我们党的代表。    ——约瑟夫．魏德迈    约瑟夫．魏德迈(1818--1866)，德国和美
国早期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一批最忠诚的朋友和战友之一。在马克思主义还
刚出现而远未广泛地被接受的时代，他不被统治阶级的强大势力所吓倒，不被当时自称为民主主义者
、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各种流派的错误思潮所迷惑，始终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思想保
持着友谊和忠诚，坚定不移地信仰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把整个生命献给了争取无产阶级事业的斗争。 
  一、因思想动机而同    普鲁士军阀断绝关系的第一人    在德国的威斯特伐利亚省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古
城闵斯特，它位于多蒙德——埃姆斯运河的河畔，是德国的重要交通枢纽，也是著名的文化荟萃之地
。早在1773年这里就创立了威斯特伐利亚大学，还有著名的兰贝特教堂。1818年2月2日约瑟夫·魏德
迈就出生在这里。他的父亲是一个普鲁士政府官员。这种良好的在政府任职的资产阶级的家庭背景为
天资聪颖、勤奋好学的魏德迈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发展空间，读完了中学就考进了柏林陆军大学，毕
业后到驻科伦的军队服役。在当时的普鲁士，陆军大学的毕业生几乎就是官运亨通的代名词，有着光
辉的前途。实际上也是这样，1839年，年仅21岁的魏德迈出任少尉，24岁顺利地升为炮兵中尉。但是
，谁都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年轻有为风华正茂的魏德迈在军队中供职6年后却抛弃了军人生涯投身到争
取新社会制度的运动中。    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势力斗争的新高潮时期，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由自由资产阶级创办的《莱茵报》在马克思的影响下，具有鲜明的民主主
义倾向，很快成为反对普鲁士专制制度的有力工具。《莱茵报》的革命民主主义进步思想使其赢得了
许多的拥护者，也吸引了一批追求进步的青年军官，因此，在科伦驻军中成立了《莱茵报》小组，经
常讨论各种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当时，24岁的魏德迈参加了这个小组，他积极参加关于社会主义和
共产主义问题的讨论，并和一些活跃的社会主义者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科伦和威斯特伐利亚著名的社
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中有许多人是魏德迈的好朋友，如威斯特伐利亚社会主义者的主要代表人物奥
托·吕宁(他的妹妹就是魏德迈的未婚妻)、鲁道夫·雷姆佩尔、尤利乌斯·迈耶尔等人，从而对魏德
迈的前途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莱茵报》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强烈地影响着魏德迈，使魏
德迈决心为争取民主和自由进行斗争。他和一些军官朋友力图使自己的同伴们也了解这些思想，因此
，在科伦、威塞尔、明顿等地的驻军中组建了许多研究新的哲学和社会主义著作的读书小组，用来宣
传社会主义思想。后来一位同魏德迈很友好的少尉回忆说：“对黑格尔哲学和社会政治科学的研究，
唤起了人们对我国状况采取批判态度；在军队中甚至出现了反政府派，几乎各团的读书组都阅读禁书
。”反政府运动的规模迅速扩大，当时24岁的恩格斯写道：“在科伦，我们的人做出了惊人的成就。
当我们在一所公寓里聚会时，一间相当大的房间都挤满了我们的伙伴，大多数是律师、医生、演员及
其他的人，也有三四个炮兵中尉，其中有一个非常敏锐的小伙子。”恩格斯称之为“非常敏锐的小伙
子”的那位中尉就是魏德迈。    19世纪30-40年代，德国工人运动不断发展，特别是1844年在西里西亚
爆发了纺织工人运动。这次工人起义证明了工人阶级已经成为一股力量，并准备投入争取到改变社会
关系的斗争。纺织工人的起义给魏德迈以巨大影响。魏德迈已经不能满足于在少数志同道合者中进行
辩论而把自己的活动局限在知识分子圈子内，努力设法参加公开的宣传，希望同工人阶级建立关系。
魏德迈决定献身于写作和新闻工作，因为在他看来，这个事业有可能公开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为争
取民主和自由进行斗争。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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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的力量》

编辑推荐

红色文化书系，是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要求，推进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的一个重要举措。对于“青年
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来说，这个书系是提高包括大学生、青年干部和青年知识分子在内的青年骨
干群体的思想政治素质的生动教材。    邓泉国、孟迎辉的这本《信仰的力量——国际共运史人物的故
事》为该书系中的一本。透过本书的字里行间，读者可以在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时空转换中领
略到思想的深刻性、故事的趣味性、知识的广泛性和方法的独特性，更能体会到理想信念、宗旨意识
、艰苦奋斗、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改革创新等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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