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恩格斯晚年对工人阶级
政党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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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马克思逝世后ꎬ 恩格斯是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ꎮ
丰富发展完善他和马克思共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ꎬ 是他对马克思主义新的卓越贡献的重要

方面ꎮ 恩格斯把贯彻落实 «共产党宣言» 中的原理作为欧美各国工人阶级政党政治建设的最高准

则: 一方面ꎬ 要求它们坚守 «共产党宣言» 所阐述的一般原理ꎻ 另一方面ꎬ 对它们背离 «共产党宣

言» 原理的党纲进行批判ꎬ 弄明是非ꎬ 扭正方向ꎮ 他高度重视工人阶级政党的政治纲领建设、 思想

理论建设和组织建设ꎬ 巩固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ꎬ 坚持民主和集中相结合的组织原则ꎬ 从而展

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同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ꎮ
【关键词】 恩格斯　 马克思主义　 工人阶级政党　 政党建设

作者简介: 梅荣政 (１９４１－ )ꎬ 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驻院研究员ꎬ 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

教授、 博士生导师ꎬ 中央马工程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课题组第一首席专家 (湖北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ꎮ

在马克思逝世后ꎬ “恩格斯是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①ꎮ 在他对

马克思主义作出的新贡献中ꎬ 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是他坚持指导和帮助欧美各国工人阶级建设群众

性的独立政党ꎮ 在这一理论和实践的创造性探索过程中ꎬ 他强调了工人阶级政党的政治纲领建设、
思想理论建设和组织建设ꎬ 丰富发展完善了他和马克思共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ꎮ

一、 以 «共产党宣言» 为准则ꎬ 确保党的政治纲领的正确性

党的政治纲领是一个政党根据自己的理想信念和任务要求制定的奋斗目标、 政治原则和行动步

骤的总规章ꎮ 它犹如一面公开树立的旗帜ꎬ 人们可据此判断一个政党的阶级性质、 根本宗旨、 组织

构成和奋斗方向ꎮ 马克思恩格斯在指导工人阶级政党建设中ꎬ 把制定工人阶级政党的纲领作为党的

政治建设的根本ꎬ 并亲自为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性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制定了 “详细的

理论和实践的党纲”② ——— «共产党宣言» (以下简称 «宣言» )ꎮ 恩格斯晚年一如初衷ꎬ 把贯彻落

实 «宣言» 中的原理作为欧美各国工人阶级政党政治建设的最高准则ꎮ
一方面ꎬ 恩格斯要求各国革命工人阶级政党必须坚守 «宣言» 所阐述的关于革命的工人阶级政

党一般原理ꎮ 这些一般原理包括: 党的工人阶级性质和为大多数人服务的宗旨ꎻ 党的近期目标是ꎬ
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ꎬ 由无产阶级夺取、 掌握有组织的国家政权ꎬ 争得民主ꎬ 然后无产阶级

７８

①
②

«列宁全集» 第 ２ 卷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３ 年ꎬ 第 １ 页ꎮ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１ 卷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ꎬ 第 ３７６ 页ꎮ



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ꎬ 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ꎬ 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

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ꎬ 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ꎻ 党的最终目标是ꎬ 建立 “每个人

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 的联合体ꎬ 这一目标的实现过程是由过渡时期到共产主

义低级阶段再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历史过程ꎻ 等等ꎮ 理论科学、 历史科学和革命实践证明ꎬ 自

«宣言» 发表以来ꎬ 虽然 “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②ꎬ 但

它们整体来说是完全正确的ꎬ 所以必须坚守ꎮ
另一方面ꎬ 恩格斯对背离 «宣言» 原则的一些党的纲领 (含草案) 进行批判ꎬ 明辨是非ꎬ 扭正

方向ꎮ 马克思在生前曾对充满拉萨尔主义观点的 «哥达纲领» 作过尖锐的批判ꎬ 写下了 «哥达纲领

批判»ꎬ 十分明确且毫不妥协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原则ꎮ 鉴于形势险恶ꎬ 为不给反动政

府迫害革命力量提供任何借口ꎬ 马克思生前没有公开发表这一成果ꎮ 按照马克思当时的话: “我已

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③ꎬ 也就是说ꎬ 既然 «哥达纲领批判» 一文已经批判了 «哥达纲领» 中的拉

萨尔主义错误ꎬ 划清了原则界限ꎬ 就没有公开发表ꎮ 时隔 １５ 年ꎬ 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在德国社会民主

党内再度抬头ꎬ 德国社会民主党决定在哈雷党代表大会上把 «哥达纲领» 提上党的议事日程进行讨

论ꎮ 恩格斯深深感到不能再放弃原则ꎬ 迁就错误ꎬ 必须彻底肃清拉萨尔主义的影响ꎬ 帮助党制定正

确的纲领ꎮ １８９１ 年 １ 月ꎬ 他坚决排除党内李卜克内西等人的反对和阻挠ꎬ 适时地将 «哥达纲领批

判» 的全文ꎬ 连同他亲自写的序言公开发表ꎮ «哥达纲领批判» 的发表ꎬ 支持、 武装、 鼓舞了左派ꎬ
挫败了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图谋ꎬ 捍卫了 «宣言» 的党性原则ꎮ 正如 １８９１ 年 ２ 月 １０ 日 «苏黎世邮

报» 发表的社论 «艰苦的努力» 所评论的: “马克思这一著作的发表ꎬ 表明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力求

以其固有的客观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阐明自己的斗争目标ꎬ 表明了党的威力和战斗力ꎮ”④

１８９１ 年 ６ 月 １８ 日ꎬ 德国社会民主党将其执行委员会内部通过的纲领草案提请恩格斯审阅ꎮ 恩

格斯撰写了 «１８９１ 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ꎬ 对纲领草案中的绪论、 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作了

详细的分析ꎬ 分别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ꎬ 对纲领草案中存在的忽视无产阶级专政、 推翻君主制、 建

立民主共和国等问题进行了批评ꎮ 在此基础上ꎬ １８９１ 年 １０ 月 １４—２１ 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通

过了 «爱尔福特纲领»ꎬ 这一纲领虽然仍有严重缺点ꎬ 但从根本上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ꎮ
恩格斯在审视 «哥达纲领» «爱尔福特纲领» 等的过程中指出ꎬ 首先ꎬ 工人阶级政党在纲领和

策略政策问题上要有坚定的原则性ꎮ 也就是说ꎬ 制定的纲领和策略政策一定要对党自身有直接的好

处ꎬ 或对国家朝着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方向前进的历史发展有好处ꎮ “所有这一切又必须以党的

无产阶级性质不致因此发生问题为前提ꎮ 对我来说ꎬ 这是绝对的界限ꎮ”⑤ 恩格斯强调ꎬ １８４７ 年的

«共产主义宣言» 阐述了这种政策ꎬ １８４８ 年国际上遵循了这种政策ꎮ 而机会主义者则违背了这个原

则ꎬ “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ꎬ 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ꎬ 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

运动的未来”⑥ꎬ 其突出表现就是放弃革命斗争ꎬ 宣扬和平 “长入” 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观点ꎮ
其次ꎬ 要有适应条件变化的灵活性ꎮ 恩格斯强调: “我们的策略不是凭空臆造的ꎬ 而是根据经

常变化的条件制定的ꎮ” 而机会主义者中的 “许多人为了图省事ꎬ 为了不费脑筋ꎬ 想永久地采用一

种只适宜于某一个时期的策略”ꎬ 结果 “把暂时的策略变成永久的策略ꎬ 把具有相对意义的策略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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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具有绝对意义的策略”①ꎬ 以致给党的活动造成被动局面ꎬ 甚至危机ꎮ
最后ꎬ 在用语上要明确清晰ꎬ 准确无误ꎮ 党的 “纲领应当尽量简练严整”ꎬ 不能使用模棱两可、

含糊不清、 夸夸其谈、 空洞无物的术语ꎮ 恩格斯指出ꎬ 党的 “纲领中不容许这种用语存在ꎬ 它用在

那里是绝对错误的ꎬ 而且会把人引入迷途”②ꎮ 例如ꎬ “工人阶级的解放” 是一个很明确的科学概念ꎬ
如果把它改成 “劳动的解放”ꎬ 这个说法就含糊不清了ꎮ 恩格斯认为ꎬ 党纲若使用模棱两可、 含糊不清

的术语ꎬ 从机会主义方面看ꎬ 经常是把从马克思那里抄来的正确的东西同机会主义的错误论述混在一

起ꎬ 借此使机会主义思想渗入党的纲领ꎻ 从党的自身方面看ꎬ 它反映了党的某些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

信念的动摇ꎬ 企图另选指导思想ꎮ 因此ꎬ 如果对这种现象不坚决抵制ꎬ 而是任其蔓延ꎬ 党的马克思主

义科学术语就会慢慢被机会主义的术语置换掉ꎬ 随之党的指导思想、 进而党的阶级性质就会蜕变ꎮ 恩

格斯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教训正在于此ꎮ 由于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接受了拉萨尔经济学方面的全部

基本用语和要求ꎬ 常常使用含糊不清的旧术语ꎬ 爱森纳赫派事实上成了拉萨尔派ꎮ

二、 党要加强思想建设ꎬ 巩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

晚年恩格斯强调ꎬ 自 １８４７ 年以来ꎬ 他和马克思就坚持一种立场ꎬ 即: 无产阶级要在决定关头强

大到足以取得胜利ꎬ 就必须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 一个自觉的阶级政

党ꎮ 有了这样的党ꎬ 无产阶级才会有明确的阶级意识和奋斗目标ꎬ 才能集中本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

的智慧、 意志和力量ꎬ 才会有夺取斗争胜利的正确的战略和策略ꎮ 而要成为这样一个自觉的阶级政

党ꎬ 前提是必须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ꎬ 始终有一个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ꎮ
１. 党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以科学社会主义为理论基础

早在 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末ꎬ 恩格斯就说过ꎬ 我们党有很大的优点ꎬ 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观点作

为自己理论的基础ꎮ ７０ 年代ꎬ 德国社会民主党内苏黎世三人团 (即赫希伯尔格、 施拉姆、 伯恩施坦

三人组成的右倾机会主义小宗派集团) 发表种种荒谬绝伦之说ꎬ 妄图篡改党的理论基础ꎮ 恩格斯以

无比强烈的无产阶级革命义愤ꎬ 坚定不移地指出ꎬ 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ꎬ 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

思想是根本不用讨论的问题ꎮ 他从无产阶级政党与科学社会主义密不可分的关系指出ꎬ 党需要社会

主义科学ꎬ “在德国党和德国社会主义科学之间哪怕是有一点不协调ꎬ 都是莫大的不幸和耻辱ꎬ 更

不用说二者之间出现裂痕了”③ꎮ 这里说的 “不幸和耻辱” 是指ꎬ 如果党离开了 “社会主义科学”ꎬ
即马克思主义的指导ꎬ 党的阶级性质、 先进性质就会因失去正确的政治灵魂而发生蜕变ꎮ

恩格斯通过同苏黎世三人团的斗争ꎬ 捍卫了党的思想理论基础ꎮ 这一斗争过程使恩格斯深深感

到ꎬ 右倾机会主义小宗派集团之所以有市场ꎬ 症结在于党内存在理论短板ꎬ 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薄

弱ꎮ 这反映在党的领导层面ꎬ 就是面对错误思潮ꎬ 有的不明是非跟着跑ꎬ 有的放弃原则ꎬ 和稀泥求

团结ꎬ 有的支持错误思潮ꎬ 压抑正确意见ꎮ 为解决这个问题ꎬ 恩格斯强烈要求全党加强理论修养ꎮ
他指出ꎬ 没有科学理论武装ꎬ “只有善良的愿望和美好的意图这往往会把人引入地狱”④ꎮ 特别

的是ꎬ 党的 “领袖们有责任越来越透彻地理解种种理论问题ꎬ 越来越多地摆脱那些属于旧世界观的

传统词句的影响ꎬ 而时时刻刻地注意到: 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ꎬ 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看

９８

恩格斯晚年对工人阶级政党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①
②
③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１０ 卷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９ 年ꎬ 第 ６３０、 ６８７ 页ꎮ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４ 卷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ꎬ 第 ２８７、 ６２２ 页ꎮ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１０ 卷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９ 年ꎬ 第 ６１２ 页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３７ 卷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７１ 年ꎬ 第 ４４１ 页ꎮ



待ꎬ 就是说ꎬ 要求人们去研究它ꎮ 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布到工人群众

中去ꎬ 必须日益加强团结党组织和工会组织”①ꎮ 在恩格斯看来ꎬ 是给工人群众以明确的科学社会主

义意识ꎬ 还是淡化科学社会主义意识ꎬ 是衡量一个党的领导人是否合格的第一标准ꎮ
如何加强理论学习、 提高理论修养? 恩格斯强调要坚持正确的学习道路ꎮ 最好的道路就是ꎬ 一

要根据原著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ꎬ 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ꎬ 尽管根据第二手的材料研究来得快ꎬ
来得容易ꎻ 二要善于从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和从总结痛苦的经验中来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ꎮ 这

就要求学理论时要把自己摆进去ꎬ 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ꎬ 总结经验找差距ꎬ 把经验教训

转化为未来创新的智慧和动力ꎬ 而不是把学习和改造世界观、 学习同肩负的工作隔离开ꎬ 搞两张皮ꎮ
２. 坚持反对党内机会主义歪曲篡改马克思主义

在恩格斯晚年ꎬ 马克思主义遭到两个方面的挑战: 一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ꎬ 如德国资产阶级教

授保巴尔特对唯物史观的攻击和歪曲ꎻ 二是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等党内机会主义ꎮ 教条主义

把马克思主义标签化、 公式化ꎬ 任意裁剪历史和现实ꎻ 右倾机会主义则歪曲、 篡改、 否定马克思主

义ꎮ 党内机会主义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两个方面的挑战相呼应ꎬ 给党内的思想理论造成严重创伤ꎮ
恩格斯在回击、 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同时ꎬ 对党内机会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ꎮ

针对教条主义的错误ꎬ 恩格斯指出: “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ꎬ 而是方法ꎮ 它提供的不

是现成的教条ꎬ 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ꎮ”② 社会主义是科学ꎬ 不是现成

的结论和信条ꎬ 必须 “接受运动的实际出发点”ꎬ 结合具体条件加以运用ꎮ 英美社会党领导人和德

国党内的 “青年派” 把唯物史观当作标签到处乱贴ꎬ 不懂得马克思的理论是鲜活的行动理论ꎬ 不懂

得 “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ꎬ 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ꎬ 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

事实ꎬ 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ꎮ 教条主义者的错误正是在于ꎬ 他们貌似是 “拥护” “歌颂”
马克思主义ꎬ 实则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 科学态度ꎬ 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堆毫无内容、
毫无用处的空话ꎬ 使马克思主义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和生命力ꎻ 或者他们以无限的优越感宣称要维护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ꎬ 实际上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理解是完全错的ꎬ 对在每一特定时刻起决定

作用的历史事实也一无所知ꎬ 唯一的能耐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歪曲得面目全非ꎮ 经验还证明ꎬ 在一定

条件下表现为 “极左” 的教条主义ꎬ 在变化了的条件下又转变为极右ꎮ 针对这些教条主义者的种种

表现ꎬ 恩格斯诙谐而无情地嘲讽道: “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ꎬ 马克思曾经说过: ‘我只知道我自己不

是马克思主义者ꎮ’ 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 ‘我播下的是龙

种ꎬ 而收获的却是跳蚤ꎮ’ ”③

针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谬误ꎬ 恩格斯给予了深刻揭露和尖锐批判ꎮ 他对机会主义的恶劣表现、 反

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质、 产生的阶级根源、 经济根源和思想政治根源及其对党造成的严重危害作了鞭

辟入里的分析ꎮ 他痛斥右倾机会主义者追随资产阶级ꎬ 鼓吹种种腐败不堪的主意ꎬ 把运动的现在和

未来、 当前的利益和根本的利益割裂开来ꎬ 以图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ꎬ 把马克思主义变成资产阶级

都可以接受的东西ꎮ 恩格斯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本质和要害的揭露充分说明ꎬ 右倾机会主义者是混进

工人阶级队伍中的资产阶级的代理人ꎮ 后来ꎬ 列宁发展了恩格斯的思想ꎬ 非常明确地指出: “修正

主义者的这些反对意见ꎬ 是一个相当严整的观点体系ꎬ 即大家早已知道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观点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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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ꎮ”① 机会主义被击败以后ꎬ 它常常企图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复活ꎮ
３. 坚决维护革命导师的科学思想

隐匿、 歪曲、 动摇革命导师的革命理论和科学思想ꎬ 是党内机会主义者制造党内思想混乱、 涣

散人心的重要手法ꎮ 揭露批判机会主义者的这种手法ꎬ 是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 反对党内机会主

义的重要方面ꎮ 正因为如此ꎬ 恩格斯对时任德国社会党的一些领导人隐匿和歪曲自己理论观点的行

为进行了揭露和谴责ꎮ
１８９５ 年ꎬ 恩格斯写下了 «卡马克思 ‹１８４８ 年至 １８５０ 年法兰西阶级斗争› 一书导言» (以下简称

«导言» )ꎮ 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以德国帝国国会正在讨论 «防止政变法» 草案、 国内形成

紧张局势为由ꎬ 要求恩格斯采用更为谨慎的形式ꎬ 冲淡文稿中 “过分革命” 的调子ꎬ 放低革命基调ꎮ
恩格斯着眼于大局ꎬ 同意做相应处理ꎮ 但是ꎬ 恩格斯对损害原稿内容这一做法很不满意ꎮ 为此ꎬ １８９５
年 ３ 月 ８ 日ꎬ 即在 «导言» 完成后的第二天ꎬ 恩格斯在 «致查理费舍» 中就指出ꎬ 不要因为 «导
言» 用的语言比较缓和一些ꎬ 就根本否定暴力革命ꎬ 主张和平过渡ꎮ “如果你们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

为ꎬ 是决捞不到一点好处的ꎮ 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ꎬ 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会走得这么远ꎬ
竟然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这一权利ꎮ”② 同年 ３ 月 ２８ 日ꎬ 恩格斯在给劳拉的信中再次指出:
“由于我们的柏林朋友们在我看来是过分的要求ꎬ 这篇导言受到了一些损害ꎬ 他们希望凡是会被帝

国国会作为通过防止政变法草案的借口的话都不要讲ꎮ 在目前条件下我只好让步ꎮ”③

正如恩格斯所预料的ꎬ 他的让步使自己的写作本意遭到粗暴的篡改和歪曲ꎮ １８９５ 年 ３ 月 ３０ 日ꎬ
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 «前进报» 在其社论 «目前革命应该怎样进行» 一文中ꎬ 根据需要ꎬ 断章取

义地摘引了恩格斯的 «导言»ꎮ 恩格斯知情后愤怒至极ꎬ 对 «前进报» 编辑李卜克内西提出坚决抗

议ꎮ 他于 ４ 月 １ 日写信给 «新时代» 主编考茨基ꎬ 明确指出: “ «前进报» 事先不通知我就发表了我

的 «导言» 的摘录ꎬ 在这篇经过修饰整理的摘录中ꎬ 我成了一个温顺平和、 无论如何都要守法的

人ꎮ 我特别希望 «导言» 现在能全文发表在 «新时代» 上ꎬ 以消除这个可耻印象ꎮ”④ 他强调 “我
不能容忍你们立誓忠于绝对守法ꎬ 任何情况下都守法ꎬ 甚至在那些已被其制定者违犯的法律面前也

要守法”ꎬ 而机会主义者采取的是 “忠于右脸挨了耳光再把左脸送过去的政策”ꎮ １８９５ 年 ４ 月 ３ 日ꎬ
恩格斯在致保拉法格的信中再次谈到李卜克内西不通知作者、 断章取义的不光彩做法ꎬ 说他在

«前进报» 上 “摘引了所有能为他的、 无论如何是和平的和反对使用暴力的策略进行辩护的东西”⑤ꎬ
并请拉法格等待未经删改的原文发表后再作评论ꎮ 在恩格斯的抗议和要求下ꎬ «新时代» 杂志 １８９５
年第 ２７ 期和第 ２８ 期刊登了经恩格斯删节后的全文ꎮ 恩格斯的抗议正本清源ꎬ 澄清了是非ꎬ 给机会

主义以打击ꎬ 给全党以科学武装ꎬ 也给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者树立了批判机会主义的榜样ꎮ

三、 党要加强组织建设ꎬ 坚持民主和集中相结合的原则

组织路线是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得以贯彻落实的组织保证ꎮ 恩格斯晚年在指导各国工人阶级政

党的过程中ꎬ 为确保党在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中战斗堡垒作用的发挥ꎬ 在强调加强党的政治纲领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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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理论建设的同时ꎬ 强调加强党的组织建设ꎮ
１. 工人阶级政党内部必须充分发扬民主

恩格斯从发展党内民主自由与坚守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不可分割的关系上ꎬ 深刻地阐述了发扬党

内民主自由的重要性和必要性ꎮ 党领导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反对压迫ꎬ 为争取民主自由而斗争ꎬ 首

先在党内就应当享有充分民主自由ꎬ 包括允许有公开的批评讨论ꎬ 甚至提出最尖锐的批评的自由ꎮ
“逃避批评ꎬ 禁止争论” 是绝对不能容许的ꎮ 特别是在党的领导层内出现背离 «宣言» 规定的党性

原则的倾向时ꎬ 更应该通过批评讨论来纠正错误、 扭正方向ꎮ 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一些领导人沾

染上官僚主义恶习ꎬ 企图凌驾于党之上ꎬ 搞个人独裁专断ꎬ 忽视党员民主权利、 阻碍讨论、 拒绝批

评的错误ꎬ 恩格斯尖锐地指出: “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ꎬ 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

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① 当时党内一些人担心开展党内批评ꎬ 会影响党的声誉ꎮ 针对这种错误心

理ꎬ 恩格斯指出ꎬ 一个严肃的郑重的党批评自己的错误ꎬ 不仅不会损害党的声誉ꎬ 而且还会赢得好

的声誉ꎮ 世界上除了无产阶级政党还有哪个党能进行这种批评? 他坚定地认为ꎬ 建立党内真正和谐

的关键就在这里ꎬ 而不在于否认和隐瞒党内一切真正有争论的问题ꎮ 后来ꎬ 列宁对恩格斯这一重要

思想作了丰富和发展ꎮ 列宁不仅强调了党内批评ꎬ 而且强调了发展党内自我批评的意义ꎮ 他说:
“自我批评对于任何一个富有活力、 朝气蓬勃的政党来说都是绝对必要的ꎮ 再庸俗不过的是沾沾自

喜的乐观主义ꎮ”②

２. 强调党的集中、 权威和纪律的重要性

恩格斯认为ꎬ 发展党内民主自由是必须的ꎬ 但同时要强调党的集中、 权威和纪律ꎮ 坚持民主与

集中、 自由和纪律、 权威和服从的对立统一ꎮ 搞形而上学ꎬ 把民主与集中、 自由和纪律、 权威和服

从置于绝对对立之中是完全错误的ꎮ 为此ꎬ 恩格斯强调了以下要求ꎮ
第一ꎬ 发展党内讨论和批评ꎬ 应当区分党所处的环境是秘密斗争环境还是和平环境ꎮ 在秘密斗

争环境下ꎬ 必须把严格的高度集中的纪律制度提到首位加以强调ꎬ 纪律涣散必定毁灭党ꎮ 这时党内

批评必须顾及党所处的斗争环境ꎬ 强调服从党的决议ꎬ 坚决谴责和制止 “各走各的路” (福尔马尔

语)、 “随便你们通过什么决议ꎬ 反正我们不服从” (卡格里伦贝格尔语) 等破坏纪律的行为ꎮ 在

和平环境里ꎬ 党应当改变秘密斗争条件下的某些制度ꎬ 更多地强调发展党内民主自由ꎮ 例如ꎬ 要按

时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ꎬ 确保全党有更多的发表意见的机会ꎻ 要明确党的领袖、 领导干部

和党员群众之间的正确关系ꎮ 一方面ꎬ 党必须有自己的领袖和领导干部ꎬ 否则党就不能形成有组织

的力量ꎬ 党就不能成其为党ꎬ 党员必须维护自己领袖和领导干部的权威ꎻ 另一方面ꎬ 党的领袖和领

导干部要清楚ꎬ 自己的智慧与力量并非高踞于广大党员和群众之上ꎬ 而是置身于广大党员和群众之

中ꎬ 所以必须尊重、 保证党章赋予党员群众批评、 监督党的领袖和领导干部的权利ꎮ 党的领袖和领

导干部若丧失了民主作风ꎬ 热衷于家长制和滥用强制手段ꎬ 应为党纪所不容ꎮ 后来列宁在坚持恩格

斯这一光辉思想的同时ꎬ 从另一个侧面丰富了其内容ꎬ 强调 “在批评缺点或向党的各个中央机构分

析这些缺点时ꎬ 应当慎重、 注意分寸ꎬ 否则就成为搬弄是非”③ꎮ
第二ꎬ 强调集中、 权威和纪律ꎬ 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ꎮ 当时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ꎬ

把大批小资产者、 城乡贫民抛进失业大军ꎬ 这些人中有的加入了党的队伍ꎬ 随之把小资产阶级的极

端个人主义、 散漫性和盲目破坏性一并带进了党ꎬ 给无政府主义在党内传播提供了条件ꎮ 面对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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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ꎬ 恩格斯反复强调加强党的集中和权威ꎬ 严明党的纪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ꎬ 坚决反对忽视党的

集中和权威ꎬ 各行其是ꎬ 无组织无纪律的言行ꎮ 恩格斯用巴黎公社失败的血的教训告诫全党: “巴
黎公社遭到灭亡ꎬ 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ꎮ 胜利以后ꎬ 你们可以随意对待权威等等ꎬ 但是ꎬ 为了

进行斗争ꎬ 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一切力量捏在一起ꎬ 并使这些力量集中在同一个攻击点上ꎮ 如果有人

对我说ꎬ 权威和集中是两种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加以诅咒的东西ꎬ 那么我就认为ꎬ 说这种话的人ꎬ
要么不知道什么叫革命ꎬ 要么只不过是口头革命派ꎮ”①

第三ꎬ 反对宗派主义小集团ꎬ 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ꎮ 党内宗派主义作为小资产阶级落后性、
狭隘性、 破坏性在党内的表现ꎬ 一旦在工人运动内部和党内形成气候ꎬ 既会毁灭其民主团结ꎬ 又会

破坏其集中统一ꎬ 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大敌ꎮ 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都重视反对宗派主义ꎬ 如反

对蒲鲁东主义、 巴枯宁主义、 魏特林主义、 拉萨尔主义等ꎮ 恩格斯晚年坚持了这方面的斗争ꎮ 他对

苏黎世三人团、 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 “青年派”、 英国社会民主联盟中以亨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

义派等宗派主义小集团展开斗争ꎮ 他揭露它们制造党内和工人运动内部的分裂、 破坏党的民主集中

制原则的错误途径ꎬ 直至把其中一些领导人开除出党ꎬ 维护了党的组织和工人运动的团结统一、 巩

固与发展ꎮ
３. 严把造就和选拔党的领袖和领导干部的条件

在党的政治路线确定以后ꎬ 造就和选拔党的领袖和领导干部ꎬ 对党的生存发展和使命担当具有

决定意义ꎮ 恩格斯晚年高度重视这个问题ꎬ 指出: “在我们党内ꎬ 每个人都应该从普通一兵做起ꎻ
要在党内担任负责的职务ꎬ 仅仅有写作才能或理论知识ꎬ 甚至二者全都具备ꎬ 都是不够的ꎬ 要担任

领导职务还需要熟悉党的斗争条件ꎬ 掌握这种斗争的方式ꎬ 具备久经考验的耿耿忠心和坚强性格ꎬ
最后还必须自愿地把自己列入战士的行列中ꎮ”②

恩格斯强调ꎬ 工人阶级为了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ꎬ 掌管政治机器和全部生产ꎬ 需要有技术素养

的人才ꎬ 有自己的政治家、 律师、 教师、 医生、 工程师、 化学家、 农艺师及其他技术专家ꎬ 而且需

求量很大ꎮ 因此ꎬ 我们要充分认识知识分子的地位ꎬ 尽量把这些人才吸收进来ꎬ 发挥好他们的重要

作用ꎮ 同时ꎬ 鉴于当时欧美各国独立政党建设的实践经验ꎬ 特别是同德国社会民主党内 “青年派”
的教条主义的斗争经验ꎬ 恩格斯又告诫各国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人ꎬ 年轻的大学生、 著作家、 技术

专家大量涌入党ꎬ 不可避免地会把非无产阶级世界观带进党内ꎮ 党要重视帮助他们改造世界观ꎬ 使

他们逐步接受党的科学世界观ꎬ 而不能只依靠使用ꎬ 不进行教育ꎬ 更不能顺从他们原有的世界观ꎬ
否则就会损害党的世界观ꎬ 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ꎮ 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 “青年派” 的主要核

心正是那些以党的理论家和领导者自居的年轻的大学生、 著作家和地方党报编辑ꎬ 党应该从同他们

的斗争中得到启示ꎬ 加强和改善组织建设ꎮ 恩格斯造就和选拔党的领袖和领导干部的这些论断ꎬ 鲜

明地展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原则ꎮ
恩格斯晚年对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建设的贡献ꎬ 给了我们几条清晰的指导原则ꎮ 第一ꎬ 党的

组织路线的核心是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ꎮ 第二ꎬ 坚持民主集中制ꎬ 要坚持辩证发展规律ꎮ 民主与

集中、 自由与纪律、 权威与服从是对立统一关系ꎮ 着重强调哪一面ꎬ 要根据党的斗争处境、 党内组

织状况和不良倾向的实际来定ꎮ 当党处于和平斗争环境ꎬ 有可能扩大党的民主生活ꎻ 当党内出现个

人专断和独裁等不良倾向ꎬ 要侧重强调发扬民主ꎻ 当党处于秘密工作状态ꎬ 或当党内出现了无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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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 自由主义和涣散状态ꎬ 要突出地强调集中、 纪律、 权威ꎮ 第三ꎬ 无论是突出强化民主或突出

强化集中ꎬ 均须以利于党的政治路线顺利实施为转移ꎮ 第四ꎬ 能否正确推行党的组织路线及其为政

治路线服务ꎬ 关键在于选拔好党的领袖和领导干部ꎮ 这些指导原则的宝贵之处在于ꎬ 它侧重阐述的

是在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后ꎬ 资本主义处于和平发展形势下ꎬ 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建设、 巩固、 发展的

问题ꎬ 这对于和平环境下如何建设无产阶级政党无疑有重要指导意义ꎮ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２００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学习马克思ꎬ 就要学习和实践

马克思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思想ꎮ 马克思认为ꎬ ‘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

的各个发展阶段上ꎬ 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ꎬ ‘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

同的利益’ꎬ 而是要 ‘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ꎬ 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ꎮ 共产党要 ‘在全世界面

前树立起可供人们用来衡量党的运动水平的里程碑’ꎮ 始终同人民在一起ꎬ 为人民利益而奋斗ꎬ 是

马克思主义政党同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ꎮ 我们要统揽伟大斗争、 伟大工程、 伟大事业、 伟大梦想ꎬ
增强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 核心意识、 看齐意识ꎬ 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ꎬ 坚持把党的政治建

设摆在首位ꎬ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ꎬ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ꎬ 做到坚持真理、 修

正错误ꎬ 永远保持共产党人政治本色ꎬ 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人民衷心拥护、 勇于自我

革命、 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 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① 习近平的深刻论断高度概括了马克

思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思想ꎬ 阐述和弘扬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思想的要义和精髓ꎬ 指

明了学习实践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思想的旨归ꎬ 为学习研究和践行恩格斯晚年指导工人阶级政党建

设理论提供了光辉指南和根本遵循ꎬ 也是我们今天学习研究和践行恩格斯晚年指导工人阶级政党建

设理论的重大意义所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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