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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论巴黎公社的革命精神
———纪念巴黎公社革命 1 50 周年

顾海良

  [提 要]巴黎公社革命爆发至今,已经过去 1 50 周年。巴黎公社革命虽然不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但恩格斯

与马克思一道,以极大的精力关注了整个革命进程。在革命失败后,他们及时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从多方面深化了

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策略的思想,拓展了马克思思想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巴黎公

社革命结束 20 年后,恩格斯在为《法兰西内战》再版所撰写的《导言》中对巴黎公社革命精神进行了再探索和阐释,这

些探索与阐释深刻地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当代意义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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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1 年 3 月 18 日,巴黎公社革命爆发。巴黎公

社革命虽然不是一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由无产

阶级革命政党领导的自觉革命,但是在革命的整个过

程中,第一国际成员担任了巴黎公社领导机构成员,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以极大的精力关注了整个革命的

进程。可以认为,巴黎公社革命同第一国际是息息相

关的,恩格斯曾指出:“公社无疑是国际的精神产儿,
尽管国际没有动一个手指去促使它诞生。”①自巴黎

公社革命爆发至今,已经过去 1 50 周年。在这里,就
恩格斯对巴黎公社革命理论和精神的研究作出探

索,既是对巴黎公社革命的纪念,也是对恩格斯这位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刚过去的 200 周年诞辰的纪念。

一 第一国际思想旗帜的一道轴线

1 892 年 1 2 月,恩格斯在《马克思,亨利希·卡

尔》一文中提到:在 1 864 年第一国际创立时,“朱泽

培·马志尼也企图笼络那些团结在国际中的人,使
他们接受他所宣扬的神秘的、充满密谋精神、以《Dio
e popolo》〔‘上帝和人民’〕作为口号的民主,让他们

为这种民主效劳。但是以他的名义提出的章程和成

立宣言草案被否决了,相反,得到通过的是马克思所

拟定的草案;从此以后马克思就稳固地取得了对国

际的领导。总委员会的宣言都是马克思写的,其中

包括巴黎公社失败后出版并翻译成大多数欧洲文字

的宣言‘法兰西内战’。”②从由马克思起草的第一国

际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到由马克思撰写的

作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发表的关于巴黎

公社革命的《法兰西内战》,划出了马克思主义作为

第一国际思想旗帜的一道轴线。

187 1 年 3 月 2 1 日,在巴黎公社革命爆发后的

第三天,恩格斯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上,就率先

对巴黎公社革命爆发伊始的形势作了分析。恩格斯

提到,革命爆发时,国民自卫军掌握的大炮是“士兵

筹款置办的”,政府军队“企图肃清巴黎的革命者并

夺走大炮”,取得了局部的胜利;“但是当国民自卫军

发现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就去夺回大炮,士兵们也

倒向人民方面了。现在城市掌握在人民的手里”。③

恩格斯高度关注国民自卫军的组织构架,提到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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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卫军已经作出全力抵抗的准备,“260 个营中的

2 1 5 个营,士兵和军官一起,共同组织了中央委员

会。每连选出一名代表组成区委员会或街区委员

会,再由这些委员会选出中央委员会。”①在公社的

中央委员会委员中,有四个是第一国际的会员,虽然

“没有一个是名人……但是他俩在工人阶级中间却

是很出名的。”②恩格斯对第一国际在巴黎公社革命

中可能产生的影响作了评估。

187 1 年 4 月 1 1 日,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会

议上,恩格斯再次对巴黎公社革命的形势作出分析。
他提到:“向凡尔赛进军,应当是在凡尔赛还软弱的

时候,可是这个有利的时机被错过了,看来现在凡尔

赛占了优势并在逼迫巴黎人。人民是不会长久容忍

别人把他们引向失败的。巴黎人正在失去土地,几
乎无益地消耗弹药,吃光自己的储备粮。只要巴黎

的一面还开放,用饥饿是不能迫使他们投降的。”③

对未来发展的态势,恩格斯认为:“他们将在街道上

用大炮射击敌人。工人有 20 万人,他们比在过去所

有一切起义中都组织得好得多。情况是困难的,时
机已经不像两星期以前那样好了。”④

1 87 1 年 5 月 9 日,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谈到马

克思正在撰写的《法兰西内战》的进展情况时,恩格

斯指出:“宣言还没有草拟好。公民马克思病得很

重,宣言的起草工作使他的病势更加恶化了。但是

宣言在星期六可以草拟出来,小委员会可以在下午

5 时以后的任何时间在马克思那里集会。”⑤《法兰西

内战》并没有按恩格斯估计的这一时间写出来。半

个月之后,马克思在 5 月 23 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谈

到:由于生病,他还没有完成答应起草的“宣言”,面
对公社革命失败的“结局”,马克思坚信:“即使公社

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

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
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⑥5 月 28 日,巴黎公社革

命最后一个街垒陷落。两天之后,187 1 年 5 月 30
日,马克思就向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宣读了《法兰西内

战》,这部著作是以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宣言”形式

发表的。

二 对巴黎公社革命经验的总结

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及时总

结革命的经验教训,从多方面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

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策略的思想,拓展了马克思

思想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在对巴黎公社革命经验的总结中,马克思和恩

格斯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作了更为科学的

证明。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角度论述

了法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指出:
“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

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新的革

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新的革命

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⑦在马克思和恩格

斯看来,资产阶级的经济繁荣与发财致富,不能消除

无产阶级的贫困;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固

有的矛盾必将逐步深化和尖锐,经济危机的频繁爆

发更使无产阶级处于极度贫困的境地。马克思认

为:无论是机器的改进还是科学在生产力上的应用,
“都不能消除劳动群众的贫困;在现代这种邪恶的基

础上,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新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

加深社会对比和加强社会对抗。”⑧在世界性的资本

主义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在路易·波拿巴穷兵黩武

对外扩张政策连续失败的情况下,法国的社会矛盾

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起来,巴黎公社革命的爆发就

是不可避免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无产阶级进行暴力革命和打

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思想作了更为深刻的论述。
巴黎公社革命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在革命中,工人

阶级始终牢牢掌握住革命的武装,用暴力打碎旧的

国家机器,捍卫新生的革命政权:“这次革命的新的

特点在于人民在首次起义之后没有解除自己的武

装,没有把他们的权力拱手交给统治阶级的共和主

义骗子们”⑨。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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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机器,并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巴黎公社革命的

经验就是打碎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恩格斯指出:
“公社一开始想必就认识到,工人阶级一旦取得统治

权,就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

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

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工人阶级的压迫机

器,另一方面还应当保证本身能够防范自己的代表

和官吏,即宣布他们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①

从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来看,恩格斯认为:“实际上,国
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而且在

这一点上民主共和国并不亚于君主国。国家再好也

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

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

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
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

力把这国家废物全部抛掉。”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无产阶级国家的性质及其形

式有了更为全面的理解。巴黎公社作出了无产阶级

专政的伟大尝试,找到了使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新

型政治组织形式。巴黎公社通过一系列措施,“实现

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这一口

号”③,这是巴黎公社的伟大创举和最伟大的历史功

绩,如马克思所概括的:“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
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

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

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④

根据巴黎公社的实践经验,马克思指出:“工人

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不是要凭一纸

人民法令去推行什么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
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

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

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

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⑤在这一历史过

程中,必将遭到反动阶级的反抗,因而必须坚持阶级

斗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指出:“公社并不

取消阶级斗争,工人阶级正是通过阶级斗争致力于

消灭一切阶级,从而消灭一切阶级统治。”⑥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和组织同

盟军的思想作了更为系统的阐释。巴黎公社革命是

在第一国际的影响下发生的,但它本身没有一个马

克思主义政党来领导,其中成员绝大多数是蒲鲁东

主义者和布朗基主义者,他们不能制定出正确的政

治路线,因而巴黎公社革命的失败不可避免。同时,
巴黎公社革命的领导者们对组织同盟军的重要性认

识不够,特别是对农民阶级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在

整个巴黎公社运动期间,各地农民始终没有行动起

来,没有配合工人阶级展开有效的斗争,因而运动惨

遭镇压。这个血的教训,再一次证明马克思主义关

于组织同盟军特别是建立工农联盟的极端重要性。

三 在《法兰西内战》再版《导言》中的思想

1 9 世纪 70 年代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无产

阶级革命道路和策略的思考,集中于暴力革命的问

题。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是他们深入考察历史上的社

会革命,特别是近代英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

1 848 年欧洲大革命,客观分析无产阶级革命所处的

现实环境和条件后得出的结论。19 世纪 70 年代,
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发生着新的变化,西
欧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冲突和阶级矛盾出现了

相对缓和的新变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无产阶级革

命道路和策略作出新的阐述。他们在强调暴力革命

重要性的同时,进一步提出各国工人阶级要根据本

国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革命方式和道路的思想,提
出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可能性的问题。暴力手段和

和平手段都是夺取政权时可以采用的方式,由于不

同的国家情况不同,不同国家革命的方式也不尽相

同。像英、美这样的国家,无产阶级就有可能通过和

平方式夺取政权。

189 1 年 3 月,巴黎公社革命已经过去整整 20
年了。189 1 年,在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再版之际,
恩格斯在为再版所写的《导言》落款处,特意写上

“189 1 年 3 月 1 8 日巴黎公社 20 周年纪念日于伦

敦”⑦,这表明恩格斯对巴黎公社革命的深切追思,
对《法兰西内战》所具有的思想性、政治性和历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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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充分肯定。
在《导言》中,恩格斯提出,在《法兰西内战》再版

时,“加上了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两篇较短的宣

言”。这是因为,“《内战》提到了第二篇宣言,而第二

篇宣言如果没有第一篇宣言作参照,是不能完全弄

明白的”;更为重要的是因为,“这两篇同为马克思所

写的宣言,也和《内战》一样,突出地显示了作者在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已初次表现出的惊

人的才能,即在伟大历史事变还在我们眼前展开或

者刚刚终结时,就能准确地把握住这些事变的性质、
意义及其必然后果。”①恩格斯阐明了“两篇宣言”和
《法兰西内战》之间在思想上和理论上的逻辑关系,
以及在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中的重要地

位。从马克思 1 85 2 年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

日》到 1 87 1 年的《法兰西内战》,再到恩格斯 1 89 1 年
《法兰西内战》再版时的《导言》,其间相隔 40 年,正
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揭示这一时期

马克思具有的“在伟大历史事变还在我们眼前展开

或者刚刚终结时,就能准确地把握住这些事变的性

质、意义及其必然后果”②的理论力量和思想魅力,
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研究的意蕴所

在,也是恩格斯追忆巴黎公社革命精神的思想意向

所在。
在《导言》中,恩格斯指出,《法兰西内战》“揭示

了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并且写得简洁有力而又那

样尖锐鲜明,尤其是那样真实,是后来关于这个问题

的全部浩繁文献都望尘莫及的。”③恩格斯认为,在
“重读”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时,要对马克思的“基
本思想”作出必要的“补充”,即“如果我们今天在过

了 20 年之后来回顾一下 1 87 1 年巴黎公社的活动和

历史意义,我们就会发觉,对《法兰西内战》中的叙述

还应作一些补充。”④

恩格斯所作的最为重要的“补充”,就是对马克

思“《内战》第三章已经作了详细的描述”的理论,即
“这种打碎旧的国家政权而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

政权来代替的情形”的“补充”。⑤ 恩格斯强调,工人

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政权,不仅应当铲除

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工人阶级的压迫机器,
而且还应当保证本身能够防范自己的代表和官吏,
毫无例外地可以被随时撤换。恩格斯特别指出,“为
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
巴黎公社特别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一是“把行

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

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

者”;二是“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

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⑥ 在巴黎公社革命过

去 20 年后,恩格斯对《法兰西内战》中这一“基本思

想”和核心内容的“补充”,凸显了恩格斯“重读”马克

思的根本旨意,也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

阶级革命思想的要义所在。
在《导言》中,恩格斯坚持把马克思思想的历史

研究与现实运用结合起来,对马克思思想的现实意

义作出深入探讨,由此而确立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

研究的时代意蕴。我们可以看到,在《导言》对“新的

真正的民主的国家政权”理论的阐释中,恩格斯根据

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实,对当时最发达的美

国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性质作了比较性的探索。恩

格斯指出:“正是在美国,同在任何其他国家中相比,
‘政治家们’都构成国民中一个更为特殊的更加富有

权势的部分。在这个国家里,轮流执政的两大政党

中的每一个政党,又是由这样一些人操纵的,这些人

把政治变成一种生意,拿联邦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议

席来投机牟利,或是以替本党鼓动为生,在本党胜利

后取得职位作为报酬。”⑦恩格斯的结论是:“正是在

美国,我们可以最清楚地看到,本来只应为社会充当

工具的国家政权怎样脱离社会而独立化。”⑧恩格斯

深刻揭示了资产阶级政党制度的实质及其“把政治

变成一种生意”的必然结局。
显然,恩格斯在《导言》中对巴黎公社革命精神

的探索和对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阐释,深刻地蕴含

着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当代意义的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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