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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立和党建理论形成的客

观历史背景问题，过去和现在，学术界都有不少的

研究成果。但是，据笔者所悉，在这个问题上最有

发言权的人——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论述的却没

见系统的研究成果，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实际上，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立和党建理论形

成的客观历史背景是什么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曾

多有讨论，下面几则材料就是证明：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在1847年11月到1848年1

月写成的并在1848年 2月首次发表的《共产党宣

言》中所指出的：“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

洲徘徊。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

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察，都为驱除

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

有哪一个反对党不被它的当政的敌人骂为共

产党呢？又有哪一个反对党不拿共产主义这个罪

名去回敬更进步的反对党人和自己的反动敌人呢？

从这一事实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共产主义已经被欧洲的一切势力公认为一种

势力；

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

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自己的宣言

来对抗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

为了这个目的，各国共产党人集会于伦敦，拟

定了如下的宣言，用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弗

拉芒文和丹麦文公布于世。”［1］P69

第二、1871年2月13日，恩格斯在《致国际工人

协会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信中所指出的：“各地的

经验都证明，要使工人摆脱旧政党的这种支配，最

好的办法就是在每一个国家里建立一个无产阶级

的政党，这个政党要有它自己的政策，这种政策将

同其他政党的政策显然不同，因为它必须表现出工

人阶级解放的条件。”［2］P321

第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1年9月17日至

23日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的决议》

中所指出的：“工人阶级在它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

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

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

动；工人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

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

目标—消灭阶级”。［3］P455

第四、1871年9月21日恩格斯在《关于工人阶

级的政治行动》文中所指出的：“应当从事的政治是

工人的政治；工人的政党不应当成为某一个资产阶

级政党的尾巴，而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她有

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政策。”［2］P440-441

第五、1889年12月18日《恩格斯致格·特利尔》

文中所指出的：“要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强大到

足以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必须（马克思和我从1847

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

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

党。”［4］P469

上面的这些材料，有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无产

阶级政党创建之初，在改造正义者同盟为共产主义

者同盟时表达的，而有的是后来根据当时情形而进

一步认识到给予补充的。不管怎样，从这些不多的

材料里，我们就能够看出，马恩对于无产阶级政党

建立和党建理论形成的历史背景，是有系统认识

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下面几个方面：

第一，无产阶级政党建立和党建理论形成是对

19世纪中叶共产主义已经成为了“公认为的一种势

力”的肯定，是向欧洲甚至全世界视共产主义为“幽

灵”并结盟欲毁灭之的一切势力的一种正式回应。

共产主义作为一种进步的政治势力，不仅是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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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统治阶级已经看到了，似乎全世界都已经看到

了，并且事实上也确实存在着。众所周知，无产阶

级与资产阶级，“本是同根生，却是死对头”。这种

关系从二者诞生时起客观上就存在了。后来随着

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的成长、成熟和壮大，无

产阶级也随之成长、成熟和壮大，二者之间的冲突

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激烈，先是经济利益冲突，接着

而来的是政治利益冲突，由经济斗争发展为政治斗

争，由个别现象发展为集体、集团现象，进而演变为

阶级现象，发展成为阶级斗争。19世纪中叶欧洲三

大工人运动，标志着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

登上了历史舞台，随之而来的是滚滚洪流般的、一

浪高过一浪的欧洲工人运动，不断地向前发展壮

大，各地的工会组织、社会主义团体、共产主义团体

等等如雨后春笋般汩汩滔滔地涌现出来，这种态势

让旧欧洲的反动势力吓得发抖，他们一则把共产主

义视为“幽灵”，再则结成了神圣同盟要给予剿灭。

面对反动派的所作所为，共产主义政治势力到了

“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

的意图并且拿党自己的宣言来对抗关于共产主义

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也就是到了该建立自己的

政党和政党理论来对抗“旧欧洲的一切势力”的时

候了。宁愿站着死，不愿坐着生。无产者组织成为

一个政党，向全世界宣言：“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第二，无产阶级政党建立和党建理论形成是摆

脱“旧政党”和其他政党的支配，形成与之目的和政

策完全不同的“自觉的阶级政党”的需要。

在无产阶级政党建立和党建理论形成以前，历

史舞台上早有了别的政党，无产阶级政党和党建理

论的形成是现实政党政治的产物。我们都知道，政

党是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旧势力的斗争中产生的

一种社会政治势力，是历史上的政治斗争或者是阶

级斗争的结果。最初产生的是以“土地贵族和资产

者”为代表的有产阶级建立的政党，包括那些“贵族

的或资产阶级的、君主派的或者甚至是共和派的政

党。”［2］P321这就是此处指的“旧政党”。除此而外，还

有别的工人政党。如《共产党宣言》中明文指出：

“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

党”。“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

只是：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

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

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

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

益。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

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

他们胜过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

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1］P121文

字中其他含义我们暂且不论，但从中我们可以清楚

知道在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建立和学说形成

以前，别的无产阶级工人政党和学说事实上已经有

了。

为什么说无产阶级政党建立和党建理论形成

是摆脱“旧政党”和其他政党的支配，形成与之目的

和政策完全不同的“自觉的阶级政党”的需要呢？

这是因为这些党派及其思想的存在严重障碍了我

们工人运动的发展，严重障碍了我们消灭私有制和

消灭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严重障碍了实现理想的

共产主义社会的斗争。

比如，无产阶级要摆脱旧政党影响这个方面，

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反对封建阶级，无产

阶级在资产阶级的呼吁下跟随着他们，受他们的影

响，还没有形成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这种影响

在19世纪中叶欧洲革命中处处存在。法国巴黎工

人期望卢森堡委员会给他们带来福音，因为该委员

会幻想在资产阶级身旁解放工人，结果导致巴黎工

人六月起义惨遭血腥屠杀。后来，马克思告诫英国

工人阶级，如果工人议会“不是为真正组织全国范

围的党开辟道路，那末，它就会象卢森堡委员会一

样地遭到失败。”［5］P126在德国，许多共产主义者同盟

盟员直接参加革命运动，失去了严密的组织性，而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却日益组织起来，工人和盟员受

他们的影响。这些现象让马恩十分担心，马克思和

恩格斯强调指出：“工人，首先是共产主义者同盟，

不应再度充当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随声附和的合唱

队”［6］P386“工人的政党不应当成为某一个资产阶级政

党的尾巴”。这些事实和道理告诉我们：无产阶级

继续跟着旧政党走，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处处失败。

要摆脱它们的影响，使革命取得胜利，只有自己起

来建立自己的政党，并创建自己的科学理论。

第三，要使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要

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社会革命

的胜利，要实现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实现

共产主义，就必须建党和党的理论。

无产阶级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

之后与资产阶级一起来到世间的。“资产阶级时

代，……，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

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

阶级”。［1］P73如上所述，在早期反封建地主的斗争中，

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虽然存在了但还不是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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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的政治力量，仅仅是跟着资产阶级的“合唱”团

员和“尾巴”。正是如此，所以在社会政治斗争处处

失利，个人和集体的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无产

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

的。”[1]P80但是，这种斗争，最初总是个别的、局部的和

分散的，当然结果也总是不好的。“无产者组织成为

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

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但是，这种组织总是重新

产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它

利用资产阶级内部的分裂，迫使他们用法律形式承

认工人的个别利益。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就

是一个例子。”[1]P82这些事实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必须

组织成为一个阶级，并且组织成为一个政党，建立

自己的科学理论，她才会使自己变得更有力，才会

是社会革命取得胜利，才能实现革命的目标—消灭

阶级，实现共产主义。因为无产阶级政党具有其他

任何政党无法比的先进性，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

的政党。它是人类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工人

阶级的先锋队，它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它

代表着整个运动的利益，它懂得“无产阶级运动的

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1]P1121871年，在巴黎公社革

命斗争中，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掌握了领

导权，在群众运动的推动下，违背了自己的学说，作

出了重大贡献，但他们都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者，巴

黎公社没有一个以科学社会主义作为理论指导的

党的领导，是巴黎公社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

总之，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政党建

立和党建理论形成的客观历史背景不外有内外两

个方面的原因。从内因看，是无产阶级自身发展壮

大的历史必然。从外因看，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

物，是资本主义时代政党政治的产物。外部环境同

样起到了孵化的作用。正如毛泽东所说：“由于欧

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进到了资本主义高度

发展的阶段，生产力、阶级斗争和科学均发展到了

历史上未有过的水平，工业无产阶级成为历史发展

的最伟大的动力，因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

证法的宇宙观。”[7]P275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和党建理

论的形成同样存在着这样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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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Marx and Engels’theroy on establishing the proletariat party and the
objective background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proletariat party building theory. Seen from the internal factors，
establishing the proletariat party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proletariat party building theory were the result of the
proletariat’s development and expansion. Seen from the external factors，they were the product of the capitalist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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