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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革命时期
毛泽东对马克思恩格斯工农联盟思想的发展 

王宇雄

(山西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西 太谷０３０８０１)

摘　要　马克思恩格斯工农联盟的基本思想包括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需要农民阶级支持,农民阶级的解放

需要无产阶级领导,他们二者的共同诉求是工农联盟建立的基础,无产阶级代表农民阶级的利益是建立工农联

盟的必要条件等.在坚持马克思恩格斯工农联盟思想基本观点的基础上,毛泽东根据中国实际对农民在革命斗

争中的角色进行了新的定位,指出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并深化了对农民阶级内部不同阶层革命性的

分析,强调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要代表和实现农民阶级的利益,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

工农联盟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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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建立工农联盟的思想,是
为了求解当时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在革命

斗争中争取同盟军的问题,他们没有谈到落后国家

的工农联盟问题,列宁也只是在他们的基础上,提出

了在落后国家的革命斗争中应当建立工农联盟.在

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且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

旧中国,由于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革命斗争长时期并非在产业工人的聚集地城市进

行,而是在农村环境中进行,因此,争取农民同盟军

就成为了一个事关革命能否发展和成功的亟待解决

的现实问题.事实上,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不少中

共早期领导人就已经关注到了农民问题,如彭湃、邓
中夏、瞿秋白等人在革命的实践中,认识到了农民阶

级的痛苦,蕴藏在他们身上的革命性,以及农民阶级

的解放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等① .毛泽东同这些领

导者一样,较早就开始关注农民问题,且他在革命的

实践中比其他领导人对工农联盟问题认识得更深

刻,付诸实践更多,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具有历史

普遍性的马克思主义工农联盟思想,并基于近代中

国的基本国情,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形成了具有中

国特色的工农联盟思想,建立和巩固了工农联盟,发
展和壮大了中国革命力量.

　　一、马克思恩格斯工农联盟的基本
思想

　　１．无产阶级革命斗争需要农民阶级支持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指导和参与欧洲无产阶级

革命斗争的实践,认识到单靠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

力量,难以实现奋斗目标.为了取得革命胜利,无产

阶级需要争取到和自身境况相近的农民阶级一道进

行斗争.马克思于«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

级斗争»中,通过对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失败的分

析,指出当时法国的无产阶级力量较弱,还不可能单

独完成自己的革命,下一步起义要想夺取胜利,必须

团结广大的中间阶层,尤其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
“在革命进程把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

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

度,反对资本统治以前,在革命进程迫使他们承认无

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以前,法国的工人

们是 不 能 前 进 一 步,不 能 丝 毫 触 动 资 产 阶 级 制

度的.”[１]８９

于１８５２年版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中,马克思针对波拿巴复辟帝制事件,指出无产阶级

革命斗争如果得不到农民的支持,“在一切农民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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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１]５７３１８５６年,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探讨德国革命问题时,曾指出,
“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

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２]１３１虽然马克思

一再强调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农民同盟军问题,可在

当时这个问题一直没能得到解决.１８７１年巴黎公

社的斗争,同样是由于无产阶级和农民处于分离状

态,在整个起义过程中,各地农民始终没有行动起来

配合工人阶级展开有效斗争,孤军奋战的工人阶级

最终以失败而告束.

２．农民阶级的解放需要无产阶级领导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对于封

建社会的结构性变化以及农民阶级的阶级属性对农

民进行考察的,即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形成了经济

利益和政治诉求直接对立的两大阶级———资产阶级

和无产阶级,而农民却由于彼此在分散的土地上进

行着孤立性的生产活动,自身难以组织和团结起来,
只能通过追随其他阶级来实现自己的权益.马克思

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农民由于生

产方式的落后性和分散性,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

来保护本阶级利益的状况进行了深刻分析:“小农人

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

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

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１]５６６在此基础上,马
克思对他们的阶级属性进行了透彻的分析,由于他

们的生活条件、生活方式等与其他阶级不同,所以他

们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同时由于他们分散性的生产

导致无法形成共同的政治组织,因此他们又不是一

个独立的阶级.这样的特性决定了“他们不能代表

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１]５６７

农民阶级力求获得解放,捍卫自身利益,而他们

自己又无法组织起来,对此,恩格斯于«德国的革命

和反革命»中,在对农村居民进行阶级分析之后,指
出１８４８年的革命已经为小自由农、封建佃农和农业

工人开辟了一个充满光辉灿烂前景的新天地,但他

们自身又存在着只有借助外力才能克服的分散性问

题,“即农村居民由于分散于广大地区,难以达到大

多数人的意见一致,所以他们永远不能胜利地从事

独立的运动.他们需要更集中、更开化、更活跃的城

市居民的富有首创精神的推动.”[１]３５８也就是说,哪
个阶级能够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哪个阶级就有可

能领导农民一道进行斗争.当然资产阶级在其反对

封建贵族的斗争中,提出有利于农民的纲领和土地

法时,农民就会追随其参加革命,法国大革命便是如

此② .在资产阶级日趋反动,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

力量时,代表社会发展方向、为被压迫者的解放事业

而奋斗的无产阶级,当取代资产阶级成为农民解放

斗争的领导者.

３．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共同诉求是工农联盟

建立的基础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农民阶级和工人阶

级都是资产阶级剥削的对象,而且在资本主义农场

式大农业的竞争和挤压之下,小农日趋贫困破产.
于«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

思揭示了二者相似的地位和共同的利益诉求,是农

民阶级能够接受无产阶级领导,建立工农联盟的根

本原因,“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工业无产阶级所受的剥

削,只是在形式上不同罢了.剥削者是同一个:资
本.”[１]１６０单个的农民被单个的资本家通过抵押和高

利贷剥削,整个的农民阶级被资产阶级国家通过赋

税剥削,因此,“只有资本的瓦解,才能使农民地位提

高;只有反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政府,才能结束农

民经济上的贫困和社会地位的低落.”[１]１６０Ｇ１６１

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对

拿破仑统治时期和波拿巴统治时期,基于小块土地

的农民阶级和其他社会阶级的关系进行了比较.在

拿破仑统治时期,农民的小块土地所有制是反对土

地贵族的,农民同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而在波

拿巴统治时期,由于在十九世纪的进程中,资产阶级

的资本已经取代了贵族的地产,资本家变为了从农

民的小块土地上榨取利润、利息和地租的剥削者,于
是,到波拿巴统治时期,“农民的利益已不像拿破仑

统治时期那样同资产阶级的利益、同资本相协调,而
是同它们相对立了.”[１]５７０从理论上来说,这种均受

同一对象剥削的命运能够把他们二者连在一起,建
立起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为推翻现存社会秩序获取解

放而进行斗争的联盟.

４．无产阶级代表农民阶级的利益是建立工农联

盟的必要条件

恩格斯受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区部委托,于

１８４７年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所写的、准备提交同盟第

二次代表大会讨论的纲领草案«共产主义原理»中,
基于法国和德国的人口构成状况,以及无产阶级革

命能够促成农民和小资产者的政治利益实现,提出

在这两个国家可以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

治,“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民不仅是无产者,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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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还有小农和小资产者,小农和小资产者正处在

转变为无产阶级的过渡阶段,他们的一切政治利益

的实现都越来越依赖无产阶级,因而他们很快就会

同意无产阶级的要求.”[３]６８５

无产阶级的斗争要争取到农民阶级的支持,仅
靠共同的政治利益是不够的,还需要能够代表农民

的经济利益.马克思于«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

府状态＞一书摘要»中指出,“无产阶级要想有任何

胜利的可能性,至少应当善于变通,直接为农民做很

多的事情,就像法国资产阶级在进行革命时为当时

法国农民所做的那样.”[４]４０４他提出无产阶级为了赢

得革命的胜利,需要通过改善农民状况,吸引农民参

加革命的做法应该是,“一开始就应当促进土地的私

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过渡,让农民通过经济的道路来

实现这种过渡.”[４]４０４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工人阶级

只有代表了农民阶级的利益,才能建立和巩固工农

联盟.但他们所提代表农民阶级的利益,更多是基

于他们对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小农经济不可避免地

走向破产的认知,指出了农民未来的发展方向.对

于从封建制度下解放出来拥有了土地时间尚不长的

农民而言,非但难以理解和接受,甚至会认为这是对

他们利益的侵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计的解决农

民问题的方案,没有解决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过

程中,能够有效代表农民现实利益并被农民认同这

个问题,这也是他们的工农联盟思想未能走出理论

层面走向现实操作层面,在欧洲无产阶级革命中没

能成功实践的重要原因.

　　二、毛泽东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工
农联盟思想的基本观点

　　毛泽东对农民阶级以及工农联盟的认识经历了

一个发展过程,在中共刚刚成立时,他主要从事于工

人运动.据抗战时期周恩来回忆,“大革命前,有一

次恽代英同志看到陶行知他们搞乡村工作,写信给

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回信说:我们现在做城市

工人工作还忙不过来,哪有空去做乡村工作.１９２５
年他回家养病,在湖南作了一些农村调查,才开始注

意农民问题.”[５]１７９也就是说,他是在国民革命斗

争的实践中,在韶山组织农民协会、主持农民运

动讲习所和实地调查农村情况的基础上,逐渐认

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认清了革命的基础在农

村和农民,从而自觉重视农民问题,努力实现工

农联盟.

１．建立联盟的目标———发展革命的力量

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建立工农联盟,是为了解

决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的力量不足问题.毛泽

东提出建立工农联盟,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主体

力量问题.

１９２６年,毛泽东在广东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

授课时,从和以往革命对比的角度阐明了农民在革

命中的重要地位.从保存下来的学员课堂笔记里可

以反映出,“毛泽东严肃地回顾并总结了历史经验,
指出以往革命党人都没有注意研究农民问题,辛亥

革命、五卅运动之所以失败就由于没有得到三万万

二千万农民的拥护”,他告诉学员“中国国民革命是

农民革命.”[６]１１８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

中,他指出,“中国革命的敌人不但有强大的帝国主

义,而且有强大的封建势力,而且在一定时期内还有

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与人民为敌的资产阶级

的反动派.”[７]６３４面对这样强大而反动的敌人,不可

能仅仅通过人数很少的中国工人阶级一个阶级的单

打独斗取得革命胜利,工人阶级“必须在各种不同的

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

命的统一战线.”[７]６４５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中,应当

广泛地争取同盟军,但只有首先争取到人数众多、革
命性坚定的农民阶级这个中国革命的主体力量,工
人阶级的主导作用才能充分发挥,才能够最大限度

地壮大革命力量.

２．建立联盟的基础———共同的社会境遇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欧洲的农民阶级和工人阶

级一样都受着“资本”的剥削,二者都有着斗争的愿

望.毛泽东指出我国的农民和工人都受着多重剥削

压迫,同样二者也都有斗争的愿望.
在１９２６年９月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

中,毛泽东指出,“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外而帝国主

义内而统治阶级,对于其地压迫榨取的对象主要是

农民.”[８]３７重重压迫之下,当时中国农民的贫困程

度是罕见的,正如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曾和毛泽东数

次共同开展革命活动的易礼容所起草,于１９２６年

１２月通过的«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中
所描述的,“农民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政治和经

济的压迫之下,生活一天一天地坏下去,许多人弄得

‘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真是无‘居’可‘安’,无
‘业’可‘乐’了.”[９]１０４Ｇ１０５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一文中,毛泽东又详细阐述了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

阶级相似的悲惨境况.正是二者共同的受压迫命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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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导致他们都有着强烈的反对剥削者的革命需求,
为了打击共同的敌人,获得自身解放,捍卫自身利

益,有可能走到一起.

３．建立联盟的条件———代表农民的利益

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建立工农联盟,工人阶级

需要代表农民阶级的利益.毛泽东强调代表农民阶

级的利益是能够争取到农民支持的根本.
要建立工农联盟,毛泽东认为,工人阶级必须代

表农民阶级的利益,解决使农民陷入受剥削压迫境

地而又无法通过自身解决的实际问题,给他们以实

实在在的好处.他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

指出,“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

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８]３７也就是说,只有

真正代表了农民的利益,解决了农民的问题,农民才

会拥护和参加革命.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他指

出,“中国没有单独代表农民的政党,民族资产阶级

的政党没有坚决的土地纲领,因此,只有制订和执行

了坚决的土地纲领,为农民利益而认真奋斗,因而获

得最广大农民群众作为自己伟大同盟军的中国共产

党,成了农民和一切革命民主派的领导者.”[１０]１０７５在

整个民主革命阶段,毛泽东始终关注和妥善解决农

民土地问题,捍卫农民权益,获得了农民的拥护和支

持,建立和巩固了工农联盟.

　　三、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
恩格斯的工农联盟思想

　　１．基于中国实际对农民在革命斗争中的角色进

行了新的定位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指导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斗争

的过程中,提出农民同盟军问题,是由于单靠无产阶

级自身的力量不足以完成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需
要农民阶级的支持.他们认为农民是无产阶级的补

充和配合力量.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

性颇为强烈的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同时,中国革命

长期在农村环境中进行.因此,基于中国国情和革

命斗争发展的实际需要,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工

农联盟思想,不仅仅把农民看作革命的补充力量,而
是作为了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主力军.

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中国

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

民战争.”[７]６０９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又指出,“农民的

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７]６９２在«论联合政

府»中强调,“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

主要力量.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如不依靠三亿六千万

农民群众的援助,他们就将一事无成.”[１０]１０７８毛泽东

对农民为革命主力军的角色定位,成功解决了中国

革命的动力问题.但与此同时,产生了革命的主导

力量和主体力量分别为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问

题.在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毛泽东通过不断进

行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

思想建设活动,逐渐提升了加入革命队伍中的农民

的革命意识、理论和觉悟,使他们在作为主体力量的

同时,不断提高到主导力量的革命自觉性程度.

２．深化了对农民阶级内部不同阶层革命性的

分析

对农民阶级内部各个阶层的经济状况、政治态

度和革命意愿的认知和把握,是正确制定农民政策,
解决农民问题,调动农民革命积极性的前提.马克

思主义经典作家也曾经对农民进行过阶层分析,如
恩格斯于１８７０年为«德国农民战争»所做第二版序

言中,把小农划分为了封建的农民、佃农、在自己小

块土地上经营的农民和农业短工,指出无论何种类

型的小农都是只有依靠无产阶级才能求得解放.他

特别强调农业短工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凡
是中等地产和大地产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农业短工

是农村中人数最多的阶级.德国整个北部和东部地

区的情况就是如此,而城市工业工人就在这里找到

自己人数最多的天然同盟者.”[１]２１１这样的分析,虽
然触及到了农民内部不同阶层的状况,但缺乏对农

民阶级内部各个阶层革命性的进一步深入把握.
毛泽东对农民阶级进行了深入的阶层划分和研

究,对农民中的富农、中农、贫农、雇农进行了经济状

况上和政治态度上的分析.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

的分析»一文中,开篇即提出革命的首要问题为“谁
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朋友?”[１１]３然后围绕该

问题,对包括农民在内的我国社会各阶级及其内部

阶层的状况进行了分析,明确了在中国革命中无产

阶级的敌人和朋友问题.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

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中,将农村居民分为

八种不同的人: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
半益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者、游民[１２]２３４,指
出他们经济地位、生活状况不同,对于革命的态度也

各不相同.在«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中,对农村

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中的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等

的经济状况进行了区分,提供了一个分析农村阶级

的基本标准.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

１７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总１１８期)

对农民阶级中的富农、中农、贫农、雇农所占农村人

口的大致比例、经济状况和政治态度等进行分析后

指出,“全部中农都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

者,是重要的革命动力的一部分.中国的贫农,连同

雇农在内,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

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

力军.”[７]６４３他明确了农民中的贫农和中农是革命的

主力军.这样的分析厘清了农民内部各个阶层的基

本状况和革命态度,为制定土地改革政策,妥善解决

农民问题,实现农民利益,在革命中使争取农民同盟

军的思想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层面进入现实操作

层面,提供了前提条件.

３．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代表和实现了农民阶级

的利益

如前所述,马克思和恩格斯谈到对农民的政策

问题时,主要是基于当时的欧洲在资本主义农场式

经济挤压之下,小农不可避免地走向破产,而抽象地

提倡要促进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过渡,这样的

政策设计指向了农民的最终出路,长远来说对农民

有利,但不能给农民以眼前利益,还会使他们产生是

在侵犯其利益的嫌疑.
毛泽东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在考虑和解决农

民土地问题时,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基于中

国农村社会封建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实际状况,总体

上采取了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确立个体农民的土

地所有制政策.但由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分为

不同发展阶段,各个阶段革命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为
了能够尽可能地团结大多数的人,打击每个阶段的

主要敌人,在各个阶段,实施了不同的解决农民土地

问题的方案,妥善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样的

做法,成功解决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期望在无产阶级

革命斗争的过程中解决而没有能够解决的实现农民

利益问题,为中国革命走出他们想争取农民同盟军

而争取不到的困境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广大农民

获得了十分渴望的土地之后,生产热情和革命热情

被极大地调动了起来,纷纷支持或参加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革命斗争,人民军队有了物质上和兵员上的

保障,促进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４．第一次在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斗争中成功实

践了工农联盟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工农联盟的思想,但是

在他们那个时代没有真正实现工农联盟.列宁在领

导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也谈到了工农联盟

问题,如在１８９７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一
文中,他分析了俄国工厂工人能够同厂外工业无产

阶级即手工业者发生十分密切的关系后,指出,“俄
国工厂工人同农村居民也有直接联系(工厂工人往

往有家在农村),所以他们也不能不同农村无产阶级

即千百万的雇农和日工,以及那些拘守一小块土地,
从事工役和寻求各种偶然‘外水’,即同样是从事雇

佣劳动的破产农民接近.”[１３]２８列宁虽然在领导革命

的过程当中,提出了工农联盟的思想,但在十月社会

主义革命成功之前,并没有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工

农联盟,列宁的工农联盟主张主要是在十月革命以

后实施的.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毛泽东在无产阶级领

导的革命斗争中,把工农联盟的思想第一次真正付

诸了实施,使马克思主义的工农联盟思想在革命斗

争中由理论层面进入到了现实操作当中,在无产阶

级争取解放的过程中发挥出了巨大的威力.于«论
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总结道,“人民民主专

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

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

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

义 和 国 民 党 反 动 派,主 要 是 这 两 个 阶 级 的 力

量.”[１４]１４７８在民主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

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工农联盟思想,在中国这样

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民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

的国度里,避开反动势力控制的城市,到广大农村地

区寻找革命的立足点和自己的同盟军,通过实行正

确的土地政策,代表和实现了农民的利益,建立起巩

固的工农联盟,把有着革命诉求的农民不断吸收进

革命的队伍,把他们的行动纳入了共产党领导的新

民主主义革命轨道,正如美国学者亨廷顿把中国革

命同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相比较时分析指出的,中国

共产党人“建立了一个革命联盟,使农民起义有了内

聚力、方向和领导.”[１５]２７７这样就在革命的过程中,
不断积蓄、补充、锻炼、提升和发展了革命力量,走出

了一条中国民主革命的新道路,最终取得了成功.
总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以马克思

主义的工农联盟思想为指导,针对中国的具体国情,
解决革命斗争中的工农关系问题,并且不断总结革

命斗争中具体处理工农关系的实践经验,运用马克

思主义来提炼和分析这种实践经验,形成了具有中

国特色的工农联盟思想,建立和巩固了工农联盟,走
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获得了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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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胜利,使中华民族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毛

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工农联盟思想,还奠

定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工农联

盟的基础,同时也为我们在新形势下更好地处理工农

关系、巩固工农联盟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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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　被毛泽东称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的彭湃,在领导海陆丰农民运动的过程中,认识到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中

共早期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者邓中夏在领导工人运动的过程中,认识到工人阶级联合农民的重要性;中共早期的主要

领导人之一瞿秋白在革命实践中认识到了农民的胜利需要与工人阶级联合,中国革命的胜利需要解决农民问题.

②　在法国大革命中,君主立宪派、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相继采取革命措施,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拿破仑统治时期,颁布

了«民法典»,将大革命期间建立起来的小农土地所有制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下来.这样法国资产阶级发动的革命由

于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而赢得了他们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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