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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创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时期

建党理论的几个问题

梅 荣 政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

世界历史发展到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
。

列宁应时代的革命

要求
,

在俄国创建了在指导思想
、

政治纲领和组织原则上同第二国际各国党根本区别的新型

无产阶级政党
。

列宁在建党过程中
,

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思想
,

发展

成为适合于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斗争新条件的完整理论
。

在我们全面整党的今天
,

重温列

宁这些理论
,

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一
、

牢固地确立 马克思主 义 的思想

基础
,

形成思 想上的高度统一

思想上的高度统一
,

是无产阶级政党政治上和组织上一致的思想基础和夺取革命斗争胜

利的基本条件
。

而党的思想统一是建立在科学的思想理论基础上的
。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

无

产阶级政党一个很大的优点
, “

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
。 ” ①

列宁一开始建党活动
,

就注重首先从思想上建党
。

18 9 7年列宁第一次发挥了普列汉诺夫

的著名原理
: “

没有革命的理论
,

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运动
。 ”

②强调只有革命的马克思主

义理论
,

才能成为工人阶级运动的旗帜
。

继后
,

列宁从革命纲领的高度
,

精辟地阐明了马克思

主义理论对于一切社会主义者确定革命信念
、

斗争方法和活动方式的决定意义
。

他明确而坚

定地指出
: “

没有革命理论
,

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主义政党
。 ”

③

1 8 9 8年以后
,

由于经济派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中间逐渐滋长
,

而党内很大一部分地方

委员会及其工作人员
,

又醉心于细小的实际工作
,

不懂得党内缺乏组织上和思想上的统一的

害处
,

习惯于党的涣散状态和思想上的混乱
,

使党处于思想上组织上更加混乱的状态
。

面对

这种形势
,

列宁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路线的立场上
,

从党的思想理论基础入手
,

进一步系

统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意义
。

第一
,

只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
,

才能造成社会主义运动的牢固 基 础
。

针对经济派对自发性的崇拜
,

列宁指出
:

向无产阶级灌愉社会主义意识
,

是工人运动本

身发展的客观要求
,

是工人运动由自发转为自觉的关键
。 “

各国历史证明
,

工人单凭自己的力

量
,

只能造成工联主义的意识
” 。

④经济派胡说社会主义意识能自发地从工人运动 中产 生 出

来
,

所采用的正是
“

纯粹工联主义者
”

的论据
。

他们降低社会主义意识和理论的作用
,

要害在

于
“

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于工人的影响
” ,

⑤使党蔑视理论
,

完全彻底地滚进机会主义泥

潭
。

而事情的规律是
,

只有当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 以后
,

才能造成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

的牢固基础
。

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工人运动同社会主义相结合的产物
。

强化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性还在于
,

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
,

任何时候也不

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 的思想体系
。

既然工人群众自己不能在他们的运动进程中自发地创造

出独立的思想体系
,

那末在两种对立的思想体系严重斗争的情况下
,

工人就有可能产生两种



自发倾向
:
一是接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倾向 , 一是接受社会主义理论的倾向

。

这两种自发倾向

不是并行不悖的
。

当社会主义理论不是支配而是屈服于自发性的时候
,

最流行的资产阶级思

想体 系
,

就会
“

自发地而 又最厉害地迫使工人接受它
。 ”

⑥因此
, “

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

何轻视和任何脱离
,

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
。 ”

⑦因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

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
,

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
,

而且 拥有相当多的传播工具
,

所以

赞美自发的工人运动就意味着否认党的领导作用
,

使工人陷于没有政党
、

没有武器的 地 位
,

而听凭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奴役
、

支配工人
。

其结果就是丧送工人运动同社会主义思想的结合
,

丧送无产阶级政党
。

因此
,

社会民主党要坚决反对自发性
,

以高度的热情把科学社会主义意

识 日益广泛地传播到工人群众中去
。

列宁针对当时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受到严重损伤的情况
,

认为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
,

是党摆脱危机和困难
,

在政治上坚定起来的根本条件
。

他严肃地指出
: “

社会主义的危机应当会

使稍微严肃一点的社会主义者都更加注意理论
” , “

没有理论
,

革命派就会失去生存的 权 利
,

而且迟早注定要在政治上遭到破产
。 ”

⑧俄国无产阶级要经受住严重的考验
,

它的领袖们有贵

任越来越透彻地理解种种理论间题
,

克服守旧心理和狭隘的实际主义
, “

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

南的党
,

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
。 ”
⑨

列宁关于把理论
、

自觉性和党的意义提到应有高度的思想
,

当时象重型炮弹一样
,

从理

论上彻底摧毁了经济派自流主义的思想体系
,

克服 了党内的困难
,

从思想上把党凝为 一 体
。

这些深刻的思想
,

多年来一直成为革命共产党人的精神武器
。

今天它仍然是我们对党员进行

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
,

加强思想理论建设
,

反对和清除精神污染的光辉指南
。

第二
,

只有坚决而明确地同一切机会主义划清界限
,

才能保证党在马克思主义原则上的

思想统一
。

列宁认为
,

要保持党在思想上的统一
,

就绝不能对违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熟

视无睹
,

更不能任凭反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思想随意占领阵地
。

从思想上击溃一切机会主

义
,

是实现党的思想统一的前提
。 “

在统一 以前
,

并且为 了统一
,

我们首先必须坚决而明确地

划清界限
” 。

L为 了保证俄国社会 民主党的正确发展
,

列宁特别注意对日益流行的伯恩施坦思

想及其在俄国的变种狭隘的
“

经济主义
”

进行了批判
。

把它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
“

新
”

论据

和
“

新
”

理由打得粉碎
。

列宁指出
,

机会主义打着
“

批评自由
”

的旗帜
,

宣布反对
“

工人运动和社

会主义运动中的教条主义
” ,

实则它们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之点
,

如它们否认有可能

科学地论证社会主义和根据唯物史观证明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 宣布社会主义者的

“

最

终 目的
”

这个概念不能成立
,

绝对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
; 否认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原则

上的对立
,
否认阶级斗争的理论

,
它们打着

“

批评自由
”

的旗帜
,

传播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

级理论
,

从思想上腐蚀社会民主党
,

贬低
、

歪曲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理论
,

把它变成资产阶

级可 以接受的东西
,
它们打着

讹
批评自由

”

的旗帜
,

反对党的纲领和策略
,

企图把工人运动变

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消极附属品
,

否定党在工人运动中的领导作用
,

如此等等
。

由此可见
,

伯恩施坦主义的
“

批评自由
” ,

并不是别的什么东西
,

而是要求让机会主义派别在社会民主党

中享有自由
,

把资产阶级思想搬进社会主义的自由
,

用种种时堪的资产阶级观点批评马克思

主义的一切基本思想的自由
,

把社会民主党从革命政党变成改良主义政党的自由
。

列宁尖锐

地指出
: “

只要不是故意闭起眼睛
,

就不会看不到
,

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这种新的
`

批评
’

派无非

是机会主义的一个新的变种
。 ”

0

20 世纪初
,

列宁对国际伯恩施坦主义的批判
,

捍卫 了马克思主义的纯结性
,

捍卫 了党的



思想旗帜
,

保证 了党的思想统一
。

列宁高度的原则性和责任心
,

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不

调和的斗争精神
,

对机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和表现形态的深刻揭露和透辟分析
,

为捍卫马克思

主义政党的纯结性树立了光辉榜样
。

第三
,

只有独立地探讨马克思主义
,

党才能获得正确的思想路线
。

18 8 5年
,

恩格斯在给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的信中写道
: “

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

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
; 为了找到这种策略

,

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

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
。 ”

L列宁十分重视恩格斯这个思想
。

他认为只有结合本国的具体历

史条件
,

以具体研究俄国的历史和现实为基础
,

独立地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
,

才能避免教条

主义和宗派主义
,

使党获得正确的思想路线
,

实现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的密切统一
。

这是组

成一个统一的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条件
。

列宁指出犷马克思的理论
, “

所提供的只是一般

的指导原理
,

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
,

在英国不同于法国
,

在法国不 同于德国
,

在德国

又不同于俄国
。 ”

L这种独立探讨
,

对于一个担负开创性任务的无产阶级政党
,

意义更加重大
。

由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担负着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主义政党都没有担负过的特殊任务
。 “

实现

这个任务
,

即摧毁这个不仅是欧洲的而且也是……亚洲的反动势力的最强大的堡垒
,

就会使

俄国无产阶级成为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 ”

@所以特别需要根据本国国情
,

独立地探讨

马克思主义
,

以便批判地考察
、

利用别国的经验
,

实现 自己的任务
。

列宁关于根据本国的具体历史情况独立地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
,

并根据其实质来解决革

命运动的实际问题的思想
,

同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教条的机会主义划清了界限
,

发展和推

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

把党的思想路线完全莫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

二
、

以革命纲领 为政治基础

形成政治上的高度统一

党的纲领是阐明无产阶级斗争 目的和任务
,

判断党的性质和活动方向的一面旗帜
。

有一

个革命纲领
,

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政治上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
,

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斗争的

政治基础
。

马克思恩格斯说过
,

没有一个
“

明确的积极的纲领
”

的无产阶级政党
,

不能成为真

正的无产阶级政党
。

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形成时期
,

列宁在制定党纲的过程中
,

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党纲

的基本原理
,

为党的团结统一莫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

这一时期
,
列宁在三个党纲草案里

,

尤其是第二个纲领草案 ((( 我党纲领草案 )})
,

比较集

中地阐明了他关于党纲的基本原理
。

关于制定纲领的必要性
。

列宁指出
,

纲领之所以对于政党的团结一致
、

始终一贯的活动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

在于

它把党关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性质
、

最终目的和实现最终目的的根本手段以及种种 要 求
,

用纲领的形式确定下来了
,

这不仅使全党有明确的奋斗目标
,

而且也有了在政治上约制全党

的法规和纪律
。

一旦党内出现分歧和争论
,

只要从党纲的高度去判别其实质和程度
,

就易真

相大白
。

这样就有利于发扬积极因素
,

克服消极因素
。

同时党既然有了这种政治纪律
,

那末

是否自觉地为实现党的政治纲领而斗争
,

就成为衡量一切地方党组织和所有党员思想
、

政治

和纪律状况的主要标志
。

这就能够使党摆脱
“

手工业方式
” ,

组成坚强的政治大军 , 再则
,

,

党

纲又是一面旗帜
,

人民通过这面旗帜了解党的真正任务
、

要求和斗争方法
。

这就有利于密切

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
,

.

把最广泛的革命力量集合在党的旗帜之下
。



关于党纲的实质
。

列宁指出
,

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
, “

实质就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

领导这一斗争 ,

争取达到最终目的— 由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组织社会主义社会
。 ”

L

按照党纲实质的要求
,

工人阶级的一切斗争
,

包括经济斗争
,

绝不能离开社会主义这个

总的 目的和原则
。

工人阶级为实现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一切活动
,

都必须在自己的政党领导之

下进行
。

因此
,

经济派所谓政治斗争对于工人阶级是无关紧要的观点
,

工人主要是关心经济

斗争的观点
,

党不应是工人运动的领导力量的观点
,

都是 同党纲的实质不相容的
。

与经济派

的机会主义主张相反
,

党必须时刻注意加强自己的领导和组织的责任
,

把工人的自发运动同革

命政党的活动结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

引导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遵照党的近期目的和长

远 目的相结合的方针
,

把近期目的和长远 目的
、

工人阶级的利益和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一致

起来
,

并且坚持社会发展的利益高于无产阶级的利益
,

整个工人运动的利益高于工人个别部

分或运动个别阶段的利益
。

关于制定党纲的依据
。

为了使党纲具有科学性和先进性
,

列宁要求制定党纲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依

据
,

注意吸取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
。

尤其要充分反映本国的特点
。

因为正是这些特点关系到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具体政治任务
、

斗争手段
,

诸如对农民等问题的特殊提法和政策
。

列宁的这些思想
,

当时击中了经济派自发论的要害
,

也避免了小资产阶级
、

无政府主义

对无产阶级斗争任务的曲解
,

从政治上保持了新型政党的革命性和先进性
,

从世界观和方法

论上
,

给了党以深刻的理论武装
。

列宁制定党纲 的过程是一个充满斗争的过程
。

斗争的焦点集中在无产阶级专政间 题 上
。

当时列宁同普列汉诺夫在党纲的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分歧
,

而是否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

是最

主要之点
。

普列汉诺夫在 1 9 0 2年 3 月 12 日完成的第二个草案中
,

用
“

无产阶级在受资本主义剥

削的其他居民阶层的支持下即将完成的革命
”

来代替
“

无产阶级专政
” 。

列宁认为
,

普列汉诺夫

的观点违背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则
。

于是
,

列宁在 1 9 0 2年初起草的第三个纲领草案中
,

坚决捍卫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
。

经过列宁坚决有力的斗争
,

在 19 0 2年 4 月 14 日

—
17 日苏

黎世召开的《火星报》编辑部会议上
,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被列入了纲

领草案
。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
,

列宁又击溃了崩得分子
、

托洛茨基等其他机

会主义者的进攻
,

捍卫了纲领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文
。

这样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

表大会通过的纲领
,

就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 以后
,

第一个把争取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主要 目标
,

以此显示了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政治纲领
,

同欧洲大多数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的根本区别
。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竖起了一面鲜艳的战斗红旗
。

三
、

以 民主集中制 为组织原则

形成组 织止的高度统一

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统一
,

是发挥党的战斗堡垒作用的物质保证
。

要实现党的组织上的

高度统一
,

就要在党组织内部
,

坚持 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
。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 《共产主义

者同盟章程 》中
,

就为无产阶级政党初步制定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

列宁在创立新型无产阶级

政党的过程中
,

进一步从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组织原理
。

列宁关于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的形成
,

大体分两个阶段
:

从 1 8 9 4年到 1 9 0 3年
,

列宁在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中
,

主要是形成了集中制思想 , 从 1 9 0 3年到 1 9 0 5年
,

列宁在同孟



什维克斗争中
,

全面地完善了党的组织原理
。

列宁组织原理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

.

就是党要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

形成严密的组织体

系
。

早在 19 0 3年以前
,

列宁针对党当时处于险恶的复杂斗争环境和党内存在的
“

手工业方式
”

的狭隘性
、

分散性
,

就强调集中制思想
“

是 唯一的原则性思想
,

应该贯穿在整个党 章 中
” 。

O

1 9 0 3年秋后
,

列宁针对新出现的机会主义派别— 孟什维克
“

抽象地承认组织关系
” ,

反对集

中制
,

倾向于自治制
,

主张任何一个大学教授
、

中学生 以及每一个罢工者都可以自行宣布为

党员
,

反对每个党员必须加入党所承认的一个组织等等谬论
,

为了建设一个一元化的
、

战斗

性的
、

组织严密的党
,

进一步阐明了民主集中制等组织原则
。

首先
,

列宁阐明了作为先进部队的党同整个阶级的界限
,

党必须有严格的组织性
,

严格

坚持入党的条件
。

只有承认党纲
,

在物质上帮助党并且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才能成为党员
。

新型无产阶级政党
,

应当是组织的总和
。

在这里
, “

思想威信变成了权力威信
,

党的下级机关

应该服从党的上级机关
” 。

L只有用组织的物质统一巩固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思想统一
,

党

才能在革命进程中实现工人阶级组织的核心作用
。

列宁特别尖锐地指出
,

组织是无产阶级解

放自己的武器
,

是无产阶级所特有的阶级斗争的武器
。

如果没有少数服从多数
、

部分服从整

体的组织原则
, “

就不可能有稍微称得上工人党的党
” 。

L马尔托夫派妄图把党建成成分复杂
、

组织涣散和没有定形的东西
,

同党的性质
、

任务是根本不相容的
。

它们崇尚组织上的软弱涣

散状态和无政府状态
,

仇视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

把党的结合规律—
民主集 中

制攻击为
“

官僚主义
” 、 “

形式主义
” 、 “

农奴制
”

等等
,

实际上是一种组织上的尾 巴主义
。

这种

组织问题上的尾巴主义是无政府个人主义者的心理的必然产物
, “

是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所

固有的根本特征
” 。

L后来
,

列宁进一步强调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

并在 1 9 0 6年俄国社会民主

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
,

第一次正式把这一原则载入党章
。

其次
,

党要以正式的章程作为约制全党活动的基础
。

孟什维克在二大以后
,

保 持 和 赞

美小组习气
,

坚持宗派活动
,

攻击党章
“

太狭隘
” 、 “

太累赘
” 、 “

太官僚主义化
”

等等
。

同样
,

在党的二大上
,

崩得分子也实质上要求在党组织里把工人分成不同的民族类别
,

放弃工人阶

级统一的阶级组织
。

显然
,

如果容忍这些庸俗的宗派观念
,

党组织就会遭到瓦解
。

为消除这

些东西
,

列宁探刻地论证了党章对全党活动的意义
。

列宁指出
,

党章是组织性的正式 表 现
,

是党员行动的准绳
。

党的组织统一
, “

如果没有正式规定的党章
,

… …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 ”

@ 党内的广泛联系
,

必须以正式制定的党章为基础
。

维护党章的威信
,

遵守党章
,

循章办事
,

这是党内任何一级组织和党员 (包括党内的
“

上层人物
”

在内) 的义务
。

党绝对不容许破坏党章
,

违反党员的义务的行为
,

绝对不容许任何人凌驾于党的组织之上
,

置身于党章的约制 之 外
。

清除小组习气
、

庸俗观念
、

无政府主义
、

宗派主义
、

任意胡闹
、

无谓争吵等不 良现象
,

坚持

党性
、

对革命义务的自觉性和严守纪律性
,

这是使无产阶级政党肩负起特别重大的责任的必

然要求
。

再次
,

党要按照正确的原则
,

积极地开展反对错误思想的批评斗争
。

列宁认为
,

一般说

来
,

党内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

正当的
、

一定限度内的斗争
,

是建立起真正统一的
、

朝气蓬勃

的和强有力的社会民主党的必要条件
。

但是
,

党内斗争要坚持正确的原则
,

即要从全党的利

益和整个运动的利益出发
,

反对 以牺牲党的利益来满足宗派小组的利益
,

以牺牲工人运动的

利益来满足狭隘的地位观念的利益的企图
。

特别要警惕故意在党内制造分裂的人
,

坚决斥责

一切旨在瓦解党的企图
。

党内的争论和斗争要限制在党内
,

按党的原则解决分歧
。

列宁写道
:

` 问理正在于我们的思想斗争究竟是 由更高级的形式
,

即由大家必须遵守的党的组织形式包着



呢
,

还是由过去的涣散状态和小组习气的形式包着
。 ”

@ 同时
,

党员如对某个中央机关的活动
,

某个方针或某些成员不满
,

可以而且应当通过同志式的交换意见来说明自己不满的原因和性

质
,

或者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展开批评
,

解决分歧
。

但是
,

不容许违反党章
,

破坏党纪
,

使用

非法的诸如施加压力
、

秘密抵制
、

暗中拒绝中央机关领导等手段
,

妨碍党的正常工作 , 解决

党内分歧
,

要提倡开诚布公
、

光明磊落的态度
,

不容许采取诡诈欺骗
、

生硬粗暴的斗争手段
。

因为这种手段不仅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

反而会彻底破坏最完整最集中地体现 了革命者的 良好

愿望的整个党
。

此外
,

列宁还要求有系统地
、

循序渐进地和坚定不移地培养和考查领导集团
,

把每个领

袖人物放在适当的位置上
,

让党组织和群众熟悉他们的个人特点
、

优缺点
、

成功和失败的经

验
,

并在党的机关报上展开评论
。

列宁认为
,

只有在许多这样的公开议论中
,

才能形成一个

真正合唱得很好的领导集团
。

列宁关于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理
,

战胜了孟什维克在组织上的机会主义
,

当时从

组织上保持和巩固了布尔什维克在政治上的高度统一
,

今天仍然是我们加强党的纪律性
,

坚

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
,

反对无组织无纪律的家长制
、

派性
、

无政府主义
、

自由主义
、

宗

派主义
,

改变党组织的软弱涣散状态的武器
。

列宁建党的基本理论
,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宝库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

至今光辉 闪 烁
,

照耀着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设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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