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71年3月28日成立的巴黎公社，是人类历

史上第一次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伟大政治尝试，

虽然巴黎公社仅仅存在了72天，但在运动中无产

阶级英勇斗争的精神彪炳史册，无产阶级政权对

人类未来美好社会的艰辛探索历久弥坚，影响深

远。在无产阶级政权建设和社会管理中，巴黎公

社出台了许多关于改善社会民生的政策和计划。

《法兰西内战》一文对此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如

保障公民人身自由、维护工人合法权益、促进社

会妇女解放、加强教育事业改革、抚恤收容烈士

家属等一系列民生措施。梳理现有关于巴黎公社

的研究可见，对巴黎公社民生建设的研究甚少，

且局限于妇女解放、学校教育等特定领域，未能

聚焦巴黎公社的多维民生举措，因而，深入挖掘

和系统总结它的民生思想很有必要。正如习近平

总书记所指出的：“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

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1］ 404新时代中

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

程，社会改革和民生改善是谋求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内容。这就需要我们坚持大历史观，以史鉴

今，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500多年的历史中汲取思

想滋养。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民生思想是巴黎

公社民生建设的理论前提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都在为底层人民的解放

和幸福而辛勤工作。概括而言，马克思和恩格斯

民生思想的内核主要体现在关注“现实的人”的

基本需要、对资本主义社会不公平的批判、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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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构想三个方面。这

三个方面中，“现实的人”的需要是马克思和恩格

斯民生思想的重要前提，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人的

生产和生活需要出发，十分关注社会底层劳动者

的现状，引发了他们对民生社会的思考，进一步

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的残酷剥削使得

无产阶级劳动者遭受着不公平对待，无法满足基

本生存和生活需要的事实；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而

指出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斗争才能消除剥

削、实现公平，才能建设起所有劳动者都享有公

平生存权、发展权、政治权、自由权等权利的民

生社会，最终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

和恩格斯这三个方面的民生思想，既循序渐进，

又自成一体，在时间维度方面彰显了马克思和恩

格斯民生思想的发展逻辑，在空间维度方面体现

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民生思想的多维层次。

巴黎公社的诞生不是一个偶然。巴黎公社运

动的蓬勃开展和巴黎公社中央委员会提出的许多

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政策和措施，离不开马克思

和恩格斯以及他们伟大理论的指导。正如列宁在

《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中

所描述的：“当他（马克思）看见人民的群众运动

已经起来的时候，他就以参加者的态度，对这个

标志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运动前进一大步

的伟大事变表示莫大的关切。”［2］ 379其中，巴黎公

社关于民生建设的深刻改革和多维举措，与马克

思和恩格斯长期在指导工人运动中形成的民生建

设思想更是密不可分。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民生思想的萌芽

马克思和恩格斯融入工人阶级生产和生活，

亲自参与和指导工人阶级革命运动，是他们民生

思想产生的实践基础。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青年时期就以彻底的理性审视和关注普通人的生

存状况和发展命运，也使他们的民生思想的萌生

不仅根源于“物质和经济的事实中”，而且也是

“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3］775。

马克思在中学时代就树立了要为人民大众谋

幸福的人生理想。他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

虑》中指出，“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

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

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4］459。在大学学习期间，马

克思从追求人的自由和解放的视角关注社会民

生，开始直面社会民生实际问题。与马克思一

样，青年时期的恩格斯也十分关注底层人民的民

生问题。面对资本家的残酷压迫，从1838年到不

来梅当商行实习生并撰写系列《伍珀河谷来信》

开始，恩格斯就自觉地站到工人阶级立场，“对生

活 在 伍 珀 河 谷 的 劳 动 群 众 表 达 了 深 切 的 同

情”［5］ 22，特别是对工厂工人倾注了无限的同情，

“他当时还没有使用‘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等

科学概念，但是却明确反对少数工厂主对广大工

人的压榨和剥削，毫不留情地披露工人遭受苦难

的责任在于工厂主。”［6］ 277马克思在为《莱茵报》

工作和恩格斯为《莱茵报》撰稿期间，各自从不

同路径深入研究工人阶级的贫困问题和社会革

命，“公开维护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

众的利益”［6］278。这个期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民

生思想发展变化的发轫时期，他们开始从“实践

观点出发”思考社会问题和民生问题。工业革命

后的欧洲经济快速发展，但是处于底层的人民群

众生活却日趋艰难，资本家的剥削让农民生活处

于绝望的边缘，大量的失业农民为了生存，在私

人所有的森林砍伐树木，但是因此被警察关进了

监狱。关注此事的马克思义愤填膺，在深入调研

的基础上撰写了《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并发

表在《莱茵报》，这是马克思首次发表关于民生问

题的文章。文章发表后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维护工农群众的切身利益发出

了正义的呐喊。这也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民生

思想的萌芽。

（二）马克思和恩格斯民生思想的发展

“用脚立地”之后，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

批判》中通过对国家和市民关系的分析，批判了

黑格尔的国家学说，为公民的个人利益进行申

辩，驳斥了黑格尔“市民社会利益必须服从和服

务于国家”的观点。马克思指出，“铲除官僚政

治，只有普遍利益在实际上而不是像黑格尔那里

仅仅在思想上、在抽象中成为特殊利益，才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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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而这又只有在特殊利益成为普遍利益时才有

可能”［7］61，并且进一步明确了“无产阶级是真正

成为普遍利益的特殊利益的代表者”［6］280。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

过对工人劳动的分析，提出了“劳动异化”理

论，剖析了异化劳动条件下民生问题产生的深层

原因。他指出：“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

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8］51资本主义条件

下生产的异化，使劳动者的劳动异化、劳动产品

异化、人的类的本质异化、人与人的关系异化。

这深刻揭示了资产阶级的贪婪以及资产阶级对无

产阶级的剥削。表达了他对工人阶级合法利益的

关心和对底层人民群众的同情。要求消除劳动异

化，让工人成为劳动主人，这一思想对后来巴黎

公社提出维护工人合法利益等措施具有重要影

响。如巴黎公社相继颁布法令不断提高工人工

资，要求把工资全部交给劳动者，禁止企业克扣

工人工资和无理罚款，等等。

在《神圣家族》一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彻

底抛弃了唯心史观。在此基础上，他们认识到了

物质利益、生产劳动、人民群众对社会发展的基

础性作用，提出了物质生产是决定社会发展的主

要因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需求能对社会发展产

生巨大推动，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实践活动“能够

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9］45。在关注到无产阶级

艰苦的生活条件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识到无产

阶级“如果不消灭集中表现在它本身处境中的资

本主义社会的一切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就不能

消灭它自身的生活条件。”［6］ 285只有这样，才能真

正实现民生问题的改善。马克思和恩格斯逐步将

民生问题的研究置于新的世界观视野下。

1846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完成的《德意

志意识形态》对社会民生思想做了进一步完善。

他们把民生思想建立在唯物史观中的实践观基础

之上，科学揭示了社会民生问题的基本内涵。在

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

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8］ 146“现实的

人”的需要是一切民生问题的根本。他们强调人

的需要是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的内在动力，“人们首

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

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

等”［3］723。历史就是人在不断生产满足生活资料和

生产资料的需要的实践中创造的；人的生产和生

活需要，赋予社会生产独特的意义。人的需要及

其满足的互动，推动社会民生问题的不断解决。

《德意志意识形态》宣告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

诞生，也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民生思想的成熟奠定

了哲学理论基础。［10］

（三）马克思和恩格斯民生思想的成熟

1848年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完成了《共

产党宣言》。它“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5］90。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民生理

想实现的必然性、实现主体、终极目标、路径策

略等作了全面、系统论述。他们指出，人类社会

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通过阶

级分析方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了资产阶级和

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进一步论述了无产阶

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关系，论述了无产阶级消灭

资产阶级，实现人类自我解放和全面发展的方式

和路径。马克思和恩格斯清晰地看到了，当时大

工业的发展，不但没有给社会的民生建设带来福

音，而且是“少数人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多数人

沦为无产者”［6］ 313。《共产党宣言》中指明，自由

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

和帮工，始终是处于对立的地位，这种阶级的分

化和利益的对立破坏了社会民生事业的发展。因

此，无产阶级只有“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

手里，即集中在已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

里，并且尽可能更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8］ 421，

才能为解决社会民生问题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还对共产主

义社会的民生建设做了描绘和构想，共产主义社

会的核心特征和最大民生是每个人的自由和全面

发展，“通过消灭旧的分工和阶级差别、城乡差

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使每个人得到

自由全面的发展”［6］ 329，“代替那存在着各种阶级

以及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以

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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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8］ 422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阶级斗争理论，对

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阐释和对未来理想社会

的分析，为巴黎公社运动的开展和民生问题的探

索提供了较为直接的理论铺垫。马克思和恩格斯

以恢宏的历史视野聚焦无产阶级的生存现状、革

命斗争和理想社会建构。其中，以无产阶级为核

心的大众民生问题的解决与理想民生的实现，也

获得了系统阐发。这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民生

思想的成熟。

（四）马克思和恩格斯民生思想的深化

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无产阶级工人运动

转入低潮。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1848年至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马的雾月十八

日》《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等著作，深刻总结无

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正反两方面经验，马克思和恩

格斯围绕资产阶级国家管理形式与实质，揭示了

如何维护公民的合法利益和绝对权利，强调以法

律、暴力以及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形式来维护公

民的权益。而且，这种专政是“必须建立以现实革

命的各个阶级即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为

基础的革命民主专政。”［6］ 355 1848—1871年这一时

期也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高度繁荣的时期，马

克思和恩格斯研究的重点转移到了政治经济学领

域。这一时期他们的民生思想突出体现在《资本

论》 中，并在探索中不断得以深化和发展。在

《资本论》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入到资本主义社

会生产的内部，从商品、货币、资本等入手，揭

示了无产阶级民生恶化的深层原因。马克思和恩

格斯认为，只有消除人的异化，消灭资本主义私

有制，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自由联合体”，才能实

现理想的民生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着重从人

的需要、社会生产和利益分配三个环节对民生问

题进行了剖析”［11］，更进一步地揭示了民生建设的

核心是要满足“现实的人”的需要，并且将“现

实的人”的需要分为了多个层次；促进民生事业

建设的根本是发展社会生产，只有发展社会生产

才能有效化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

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也才能化解作为社会主要矛

盾之一的民生问题；而改善物质生产资料和产品

的分配方式是调节社会矛盾和促进民生建设的重

要方式。对以上三种关系的梳理和阐述，体现了

民生问题与社会主要矛盾存在的内在联系，是马

克思和恩格斯民生思想的深化。

二、《法兰西内战》对巴黎公社民生

思想的提炼和诠释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致力于人类解放和社会

发展，对巴黎公社革命也付出了巨大心血，“马克

思当时虽然流亡在伦敦，但他却以他特有的全部

热情对待这一群众斗争”［2］379。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长期的革命实践和理论探索中形成了深邃而科学

的民生思想，这些思想为巴黎公社革命提供了理

论指导，也成为了巴黎公社开展一系列民生改

革、制定一系列民生政策的重要思想基础。

《法兰西内战》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充分描述

和诠释了巴黎公社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中所采取

的一系列事关社会民生的政策和举措。巴黎公社

运动中面临着建设无产阶级新政权的任务，而公

社政权的力量根基是工人阶级，公社政权的性质

是无产阶级专政。建设新政权的目标是维护以无

产阶级利益为核心的人民大众利益，这些都决定

了巴黎公社所采取的措施和所进行的改革，必然

都具有浓厚的民生色彩。正如马克思所言：“这次

革命是人民为着自己的利益而重新掌握自己的社

会生活的行动。”［3］ 138-139这些民生政策实施，在很

大程度上成为了巩固公社政权的重要革命措施，

也体现出了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的理论特质。

（一）鲜明的人类性

马克思恩格斯民生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就是实

现“现实的人”自由而全面发展。巴黎公社革命

的目的就是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实现无产阶级的

解放和发展。公民的人身自由和全面发展，是公

社革命的重要内容。因此，公社政权十分重视对

公民人身自由的保障。“巴黎公社的纲领宣告：保

证每一个法国人发挥作为个人、公民和劳动者的

禀赋和能力。”［12］264巴黎公社维护公民人身自由的

具体措施，体现在公社的选举制度和司法制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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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对劳动者自由的维护。公社规定“公社的一

切负责公职人员都由选举产生，可以被罢免，并

受到经常的监督。”［12］268 1871年4月18日，普罗托

发布法庭程序指令，“一切司法决定和判决将用人

民的名义发表”［13］ 268。为了保证公民的人身自由，

公社执行委员会在4月7日通过了反对任意逮捕决

议，要求司法委员会对逮捕人的原因和次数提供

材料。防止任何专横无理和侵犯人身自由的行

为。公社还力图完善司法程序，通过司法的完善

进一步保障公民的财产安全和人身自由。公社在

消灭资产阶级国家压迫人民物质力量的同时，还

着手摧毁长期对人民群众进行精神压迫的工具，

公社成立后，治安委员会接管了旧政府的宗教管

理机构，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有效保障公民的

权利和自由，这也是公社革命的主要目标和原则。

巴黎公社民生思想的人类性还体现在对烈属

军属以及伤员的抚恤上。巴黎公社革命的斗争，

造成了许多的自卫军战士和公社群众牺牲。人员

伤亡给参与战争的烈士家属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给他们的生活也带来了诸多的困难。为了保障他

们的生活，公社实行了抚恤和救济。1871年4月9

日—10日，公社先后颁布了《给予前线受伤的公

社社员抚恤金的法令》《发给国民自卫军阵亡军人

家属抚恤金的法令》。两个法令对作战受伤的公民

和阵亡烈士家属的抚恤与救济政策做了明确规

定。［12］323除了给予抚恤金之外，公社通过了“巴黎

公社应收容那些在反击保王党阴谋分子向巴黎和

法兰西共和国发动罪恶的进攻时牺牲了的公民的

家属”［14］112的提案建议、《收容四月初在出击凡尔

赛战斗中牺牲的国民自卫军军人子女的决议》等

优抚政策。公社所颁布的这些法令和所采取的抚

恤措施，给为公社事业伤亡的革命战士及其家属

提供了生活保障。这对稳定军心、拱卫新生政

权、鼓舞无产阶级斗志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有力的斗争性

巴黎公社的成立是世界历史上无产阶级革命

的第一次胜利，是以工人阶级为主的国民自卫军

和巴黎人民武装斗争的结果。工人阶级是巴黎公

社革命的主体力量，也是公社成立后的领导阶

级。巴黎公社也真正代表和维护着工人阶级的利

益。巴黎公社成立后，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40

多名成员，绝大部分是普通工人和真正的工人代

表。“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与人民群众保持着密切关

系，时刻置身于人民之中，代表他们的利益，为

人民而掌权。”［12］201这也从组织上和政权上为维护

工人合法权益提供了坚强保障。新政权建立后，

面对百废待兴的复杂情况，公社果断地采取措

施，解决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生活中一些急

迫问题。正如马克思在 《法兰西内战》 中指出

的，“公社的伟大社会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和工

作。它所采取的各项具体措施，只能显示出走向

属于人民、由人民掌权的政府的趋势。”［3］ 107公社

成立了劳动与交换委员会，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

施，这些措施“符合工人阶级和城市中、小资产

阶级的利益，也反映了农村劳动者的迫切要

求。”［12］ 389在《巴黎公社社员告农村劳动人民书》

中也明确指出了“土地给农民、劳动工具给工

人、人人都要干活。”［12］389在保障劳动者自由劳动

方面，公社注重对工人群众的生活状况和劳动条

件尽可能加以改善。公社不让面包工人做夜工，

提出了劳动者8小时工作制的原则，禁止雇主以任

何理由对工人随意罚款和克扣工资，把一切关闭

的工厂都交给工人协作社管理。为了消灭失业和

免除中间剥削，取缔了帝国警察局设立的“职业

介绍所”，成立劳动就业登记处，促进工人就业工

作。此外，公社还采取债务支付延期、拨付补助

金、减免房租、征用空房、禁止典当、废除借款

利息等措施，维护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权益。

在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方面，公社还就劳动报酬

和分配关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要求降低高薪、

提高底薪、缩小差距，在保持一定差别的基础

上，力求使劳动报酬和劳动量相称。这些措施减

少了巴黎工人的失业问题，巩固了工农联盟的基

础，得到了巴黎工人和农民的拥护。

（三）独特的开放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促进妇女解放是无产阶级

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整个人类自

由解放的必然要求。促进妇女解放，是马克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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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民生思想的独特品质，也是巴黎公社一系列民

生措施中的伟大实践。巴黎公社革命爆发后，业

主逃跑、企业停工，使得原来的失业问题更加严

重，其中妇女失业问题尤为突出。为了缓解妇女

失业问题，促进妇女全面解放，公社一方面恢复

经济社会，促进企业生产；一方面成立就业登记

处，登记失业人员。“公社的妇女协会提出在巴黎

重新组织和分配妇女劳动工作，让妇女参与制作

衬衫、刺绣、书页装订、洗衣、服装模特等

等。”［12］315为了有效解决妇女就业，在妇女协会中

央委员会和劳动与交换委员会的倡议下，公社组

织成立了缝制军服工厂，使数百名失业妇女有了

工作。归还典当的各种必要工具，如缝纫机等，

让女工可以利用这些工具在家里工作。公社为促

进妇女解放和解决妇女就业采取的措施，极大地

发挥了妇女的作用，维护了妇女的尊严。正如马

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描述的，“没有了荡妇

们，真正的巴黎妇女又出现在最前列，她们像古

典古代的妇女那样具有英勇、高尚和献身的精

神。努力劳动、用心思索、战斗不息、流血牺牲

的巴黎——它在培育着一个新社会的同时几乎把

大门外的食人者忘得一干二净——正放射着它的

历史首创精神的炽烈的光芒！”［3］ 110除了促进妇女

就业，公社的教育改革也十分重视对妇女的教

育。在妇女教育方面，巴黎公社充分认识到了妇

女接受教育的重要性。“公社除了在普通学校使女

孩子同男孩子享有一样的受教育权利，还专门开

设了一些女子职业学校”［12］338，使女孩子有更多机

会学习知识和才能。公社的主流报刊《杜歇老爹

报》刊文强调，“在一个名副其实的共和国，对女

孩子的教育大概应该比男孩子的教育更加重

视”［12］338。公社专门开办了一些女子职业学校，促

使妇女有更多学习知识和提升技能的机会。同时

针对男教师和女教师的工资待遇问题，学校更加

注重提高女教师的物质待遇，学校女教师的待遇

普遍高于男教师。巴黎公社时期的妇女也成为了

一支巨大的社会力量支持着公社的事业；她们成

立了“保卫巴黎和救护伤员妇女协会”，进行了大

量的宣传和组织工作，表现出了对公社事业的英

勇和忠诚。

（四）科学的预见性

教育事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

养人的根本问题。在巴黎公社成立之前的围城时

期，民众在集会中就已经提出了有关教育改革问

题。1871年3月18日，公社一成立就把教育事业

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主张实行以世俗、义务、

免费为基础的教育制度改革”［12］331，并成立了“新

型教育协会”组织相关活动。公社在“新型教育

协会”的建议书中就认识到“教育问题是一切问

题之母”［12］331的道理。公社对国民教育进行了根本

改革，在开展世俗教育、免费教育、职业教育等

方面进行了尝试。“特别强调了‘全面教育’即素

质教育，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儿童综合素

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5］。大力开展世俗教育是

公社教育改革的第一步。马克思在 《法兰西内

战》中描述到，“一切教育机构对人民免费开放，

完全不受教会和国家的干涉。这样，不但人人都

能受教育，而且科学也摆脱了阶级偏见和政府权

力的桎梏。”［3］99公社用世俗教育替代宗教教育。为

了摆脱宗教对教育的束缚，公社把一切宗教和宗

教活动从学校中排除出去，广泛宣传宗教教育的

反动性；公社还把教会人士从学校清除，挑选世

俗教师管理学校，清除学校的宗教痕迹，对学生

进行科学教育。公社力图普及初等教育，让适龄

儿童普遍入学；为了保证劳动工人子女能够入

学，公社实行免费教育，并向学生提供学习用

品。公社还积极兴办职业教育，使学生通过短时

间的学习和培训掌握一两门能为社会服务的专门

技能。例如公社“开设了素描、泥塑、木雕、牙

刻等实用性课程，以充实学生的科学知识和文学

知识”［15］。公社还十分重视提高教师的政治地位和

物质待遇。教育的世俗化也把教师从宗教神职人

员的监管中解放出来，成为了自由、崇高的公

民，让教师成为学校的主人。公社要求学生在学

校要尊重教师，服从老师的管理。公社还注重改

善教师的物质待遇，女教师、助理教师的年薪分

别都有所提高。公社的教育改革，“打破了长期以

来束缚人们思想和阻碍科学进步的精神枷锁，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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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为劳动人民服务，体现了公社作为新型国家

的无产阶级性质［12］ 339。150年后的今天，再看公

社提出的教育改革措施，不管是初等教育改革，

还是开展免费教育；不管是兴办职业教育；还是

加强素质教育，都具有鲜明的预见性和科学性。

三、巴黎公社的民生思想对新时代

中国民生建设的重要启示

发生在150年前的巴黎公社，尽管存在时间十

分短暂，但是作为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第一个无

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对整个社会主义的发展产

生了深远影响。其中，社会民生建设的改革措施

和宝贵经验，对新时代中国的民生建设仍然具有

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的中国化理论

坚持“以人为本”和“人民主体地位”是马

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主义”的根本标志。丰富

了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的中国化理论，就是要牢

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人民就是江

山、江山就是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

民的心。”［16］ 11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

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

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16］ 11-12。列宁曾指出，

巴黎公社是为全体劳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的。马

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也指出，巴黎公社新颁

布的各项制度都“显示出走向属于人民、由人民

掌权的政府的趋势”［3］ 107。公社维护工人的利益，

公社的事业也得到了工人群众的支持；废除面包

工人夜班制法令公布后，受到面包工人的热烈拥

护；工人们举着红旗和写着“日班劳动万岁”“消

灭人剥削人的现象”［12］ 355的旗帜，对公社表示感

谢。不难看出，维护公民权益，以人民为中心，

就是巴黎公社的重要原则和核心精神。党的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不断丰富和完善“以人民

为主体”“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的发展思

想，多次提及“我们这条道路，是历史的选择、

人民的选择”［17］ 133。“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

气，是我们共和国的坚实根基，是我们强党兴国

的根本所在。”［17］137 只要紧紧依靠人民，维护和增

进人民的利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会无往

不胜。从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看，“公社没有调动

广大农民配合开展有效斗争，因而惨遭镇压”［18］。

这也充分说明了广大人民群众是政党的执政基础

和重要力量。新的征程上，要充分学习和借鉴巴

黎公社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过程中的“人民”理

念，充分尊重并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

保障人民群众的人身自由。党和国家开展各项工

作、出台各项政策，都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密

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时刻不忘倾听人民呼声，

回应人民期待，增进人民利益，时刻把群众的困

难和需要记在心中，尽最大努力办好人民群众关

心的民生事业，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安

全感和幸福感。

（二）探索独具中国特色的民生实践道路

民生问题既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更是政

治问题。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民生建设，贯

穿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探索形成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民生道路。革命时期将民生建设和

革命事业紧密结合，推翻“三座大山”，实现民族

独立、人民解放，为推进民生事业奠定了根本前

提。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恢复国民经济，保障

全体人民的衣食住行，成了当时最大的民生工

程，在促进国民经济恢复的同时，党和国家还从

推进教育事业、妇女解放事业等方面探索了社会

主义建设时期的民生工作。改革开放以后，随着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国家民生事业与经济社会

发展深度融合，在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

房、优抚等方面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民生事业发

展道路。进入新时代，随着人民物质财富和精神

财富的积累，对“民生”品质的期待也不断提

高，尤其是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党和国家

把推进民生事业作为缓解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途

径，摆在了更加突出位置。

不难发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解

决，成为了促进中国民生事业发展的实践逻辑。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带领中国人民深入推

进民生建设，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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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愿望作为推进民生建设的重要目标，实现了

人民彻底解放，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在第二个

百年奋斗新征程中，不懈探索独具中国特色的民

生实践道路，要结合时代需要、人民需要、实践

需要，采取富有针对性的民生政策。当前，在民

生领域最为突出的矛盾就是教育、就业。在教育

方面，要坚持“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的重

要论断”［19］ 7，始终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

略位置，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不断深化教育

领域的改革。尤其是要在促进城乡教育资源均

衡、教育公平、免费义务教育和发展职业技术教

育方面不断深化改革，让教育成为最大的民生工

程之一。在就业方面，“健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广大劳动者实现体面劳

动、全面发展”［20］ 150。巴黎公社为了维护职工利

益，出台了很多细致的政策和措施，细小到针对

不同工种的权益维护采取了不同的对应性措施，

在今天依然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三）完善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中国化制度

民生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只

有不断完善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中国化制度，才

能为民生建设提供坚强的制度保障，才能真正促

进国家民生事业的进步发展。巴黎公社在民生措

施方面先后出台了保障公民人身自由、维护工人

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妇女解放、加强教育事业改

革、抚恤收容烈士家属等一系列民生制度，这是

巴黎公社民生实践的重要体现，也为巴黎公社彪

炳史册增添了色彩。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立

足中国新的世情国情党情，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推进民生事业。新时代的中

国，坚定奉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保障人

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坚持工人阶级领导地

位，维护劳动者合法利益，让劳动者体面劳动、

全面发展；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原则，更深层次实

现妇女发展，更大强度促进妇女解放；坚持教育

优先发展战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推进教育惠

民工程；坚持建立完善烈属军属抚恤优待政策，

妥善解决烈属军属实际困难等方面，建立完善了

一系列民生制度。除此之外，党和国家还大力实

施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健康中国等民生政策，

不断提高民生保障力度和改善民生水平。在迈向

实现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中，人民群众对民生政策

的期待越来越强烈，需要建立起全方位、多层

次、立体型的民生制度体系，真正搭建起“幼有

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

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民生制度的四梁八

柱。在教育领域，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发展的战

略位置，落实《关于统筹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

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推进教育公平；在

促进就业，保障劳动者权益方面，“坚决防止和纠

正就业歧视，营造公平就业制度环境。健全劳动

关系协调机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广大劳

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20］；在医疗救治方

面，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

全周期健康服务；在养老服务工作上，要完善城

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

度，逐步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在住房保障方

面，继续完善以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

产权住房为主体的住房保障体系，建立完整的住

房保障政策和管理制度，减轻住房压力。通过科

学、有效民生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确保各项民生

政策落地生根，让全体人民共同享受到民生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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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The Paris Commune was the first attempt and prototype of a proletarian regime. Guided and inspired
by Marx and Engels’thought on people’s wellbeing,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aris Commune, the Central
Committee formulated a series of measures concerning people’s wellbeing, such as safeguarding the citizens’
personal freedom, protecting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workers, promoting women’s liberty in
society, reforming education, and granting reliefs and accommodations for families of the martyrs. These reform
measures and policies, embodying the Marxist thought on people’s wellbeing, embraced the distinctive qualities of
humanity, struggle, openness, and science, and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stabilizing the people, consolidating the
political power, and boosting the morale of the people. Although the Paris Commune was short-lived and many of
its policies failed to be implemented effectively, the ideals for people’s wellbeing and the work plans drawn up by
the Paris Commune had playe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socialist movement as a whole, and still have profound
implications for the cause of improving Chinese people’s wellbeing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Key Words: Paris Commune; philosophy on people’s wellbeing;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How the Valuable Literary Legacy Survived: A Review of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Manuscripts byHow the Valuable Literary Legacy Survived: A Review of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Manuscripts by
Marx and EngelsMarx and Engels

XU JuezaiXU Juezai
(Center for World Socialism Studies,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uangpu, Shanghai(Center for World Socialism Studies,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uangpu, Shanghai 200020200020))
Abstract:Abstract: The literary legacy of Marx and Engels is an indispensable embodiment of Marxism. The

manuscripts by Marx and Engels went through a series of uneventful episodes. Before his death, Marx entrusted all
of his manuscripts to his daughter Eleanor and Engels. Engels indeed dedicated the rest of his life to collecting,
compiling and publishing them, and made arrangement for the manuscripts in his will. The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Germany acquired the publishing rights of the manuscripts after Engels’death. After the October Revolution,
the Soviet Union sought to acquire and duplicate the manuscripts at a great cost. During the heyday of Fascism, the
archival documents by Marx and Engels were transferred from place to place across Western Europe. Later, the
Germ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sold the valuable documents to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Hence, through
twists and turns, MEGA, the Complete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was published in two versions, successively. Two
pieces of the precious literature, including the manuscript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were included in the
Memory of the World Register.

Key Words:Key Words: Marx; Engels; manuscript; preservation;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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