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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倍尔的议会斗争思想及实践

◎赵 婷

摘 要 奥古斯特·倍倍尔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杰出的议会活动家，他在德国工人运动的实

践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的议会斗争思想，主张在坚持革命原则性的基础上，灵活运用议

会斗争的方式和策略，将合法斗争与秘密斗争、议会斗争与议会外斗争相结合，既反对否定普选权

和议会斗争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又反对迷信议会活动、放弃革命原则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
关 键 词 倍倍尔; 议会斗争; 普选权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重大项目“国

外共产党适应性变革与社会主义道路新探索研究”( 2016JJD710010) ;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57
批面上资助项目( 2015M572002) ; 山东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2015GN022)

作者简介 赵婷，法学博士、博士后，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

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 山东 济南，250100)

奥古斯特·倍倍尔(简称“倍倍尔”)是德国

社会民主党杰出的议会活动家。从 1868 年开

始，倍倍尔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了直接的联

系。他经常通过信件向马克思和恩格斯请教革

命斗争中的问题，报告德国政治、经济和军事形

势。在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交流的过程中，倍倍尔

成长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从 1867 年起，倍倍尔

一直作为国会的议员参加议会活动(1881 年到

1883年除外)，直至其 1913 年逝世。作为一个社

会主义者，倍倍尔坚持马克思主义，坚定无产阶

级革命立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德国的工人运

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实践巧妙地结合起来，坚持理

论性和实践性、原则性和策略性的统一，并在实

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议会斗争是无产阶级斗争的一种方式

19 世纪五六十年代，德国在政治上比英国

落后许多，还处在小邦分立、封建关系残余较多

的时代。虽然已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但是封建

势力还很强大，且农业人口占多数。1865 年，恩

格斯在文章《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
中认为，在没有将农村无产阶级争取到工人运

动之前，光靠城市的无产阶级是无法取得革命

成功的。恩格斯承认了普选权对于德国工人阶

级的意义，他认为资产阶级应该干脆要求直接

的普选权、新闻出版自由、结社和集会自由。这

虽然不能改变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但是工人

阶级可以借助这些基本权利，利用普选权和在

议会中的斗争，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权益。① 1866
年底，北德意志各邦制定了联邦宪法，并且决定

召开联邦制宪国会。1867 年 2 月，倍倍尔在格

劳豪———梅内拉选区被选入北德意志制宪联邦

国会，并在同年 8 月份与威·李卜克内西一起

当选为第一届北德意志联邦国会议员。对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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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就，恩格斯非常重视，并且建议在以后的选

举中尽量多提名工人候选人，让更多的工人代

表进入议会。
社会民主党多次在党代表大会上讨论党的

斗争方式和策略问题，也在党的报刊上进行了

激烈的辩论和争论。倍倍尔作为德国社会民主

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针对 19 世纪中后期德国

工人运动和工人阶级的发展实际，结合资本主

义的发展形势，认为议会斗争应当是党从事政

治斗争的一种手段和策略。
( 一) 议会斗争的目的在于鼓动和宣传
19 世纪后半期，虽然普选权在德国逐步确

立，但是帝国国会的权力很有限，它并不是一个

独立的立法机构，受到俾斯麦及皇帝的控制。
德国在本质上仍是阶级国家，是统治阶级压迫

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工具。倍倍尔在参

加议会活动的初期就明确认识到，议会斗争作

为党的一种斗争方式和策略，其目的不在于能

在议会中获得多少利益，而在于鼓动和宣传，在

于不断扩大党的影响和为党争取更多的群众。
1870 年 6 月举行的斯图加特党代表大会上

通过了由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提出的“关
于参加帝国国会和关税议会选举的决议”，决议

中明确了党对待议会选举的态度。决议规定，

党参加选举主要是为了进行宣传和鼓动。1873
年 8 月，爱森纳赫党代表大会上又通过了一项

“关于帝国国会选举的决议”，规定“社会民主

党仅把帝国国会选举看成宣传鼓动的手段和传

播党的原则的试金石”①，进一步明确了党对待

议会斗争的态度。
( 二) 议会斗争应充分代表工人阶级利益，

极力争取改善工人阶级的劳动条件
倍倍尔认为，除了在议会中宣传党的思想

和原则之外，社会民主党还有一项任务，就是争

取通过立法途径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和劳动条

件，保障工人们的劳动权益。“从这个考虑出

发，党的国会议员多年来就在国会中倡议工人

保护立法，它的内容包括:规定正常的工作日;

制止夜班和节假日加班;在某些对妇女身体有

害的工业部门限制或禁止妇女劳动;禁止童工;

成立保证工人能行使自己权利的劳动法庭;对

大小工业以及家庭工业进行监督，等等”②。德

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的斗争，迫使俾斯麦政

府推行了一系列社会改良法案，比如 1883 年疾

病保险法，1884 年意外事故保险法，1887 年关

于限制童工、女工工作时间、星期日休息制的法

案，以及 1889 年的老年保险法等等。③

虽然社会民主党提出的一些旨在改善工人

阶级劳动条件的法案屡遭否决，但是它们也产

生了很大的影响。一方面，使社会民主党与工

人阶级和群众的联系更为密切，促进了工人阶

级思想觉悟的不断提高;另一方面，由于提出这

些法案，社会民主党给予政府和其他政党不小

的压力，迫使他们作出了一定程度的改变。而

且，倍倍尔认识到，德国的工人运动相对于英国

和法国来讲还比较年轻，还不够成熟，所以要逐

步争取广大工人阶级和群众，通过一些实际措

施来提高工人阶级的思想觉悟。

合法的议会斗争须与秘密斗争相结合

倍倍尔作为社会民主党的重要领袖，领导

社会民主党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对社会民主党

的斗争方式和策略作了一定的调整。他认为，

在反社会党人法时期，应该把合法的议会斗争

与秘密斗争结合起来，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党的

宣传，为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事业争取更多的

工人和群众。在反社会党人法实施之初，倍倍

尔就坚信“这个法令是达不到它的目的的”④。
( 一) 参与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报》
反社会党人法实施期间，党和工会的机关

报遭到查封，政治性的报纸已无法在国内出版。
为了宣传和解释党的策略和原则、批判警察和

法庭的反动行为，创办一份坚持原则的报纸是

非常有必要的。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当时在国外出版的第一

家报纸，是由卡尔·希尔施在比利时布雷达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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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的《灯笼》。不过倍倍尔认为这份报纸内容简

陋，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在倍倍尔、威·李卜

克内西等人的努力下，1879 年 9 月 28 日，社会

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在苏黎

世出版，并且发表了由报纸出版部和编辑部署

名的号召，指出了创办这份报纸的必要性和意

义，并表示要完全站在党的立场上进行斗争。
在《社会民主党人报》出版期间，倍倍尔不仅自

己积极为报纸撰稿，还积极争取马克思恩格斯

作为报纸的撰稿人。恩格斯为该报撰写了许多

文章，对该报坚持党的原则起到了很大的引导

作用。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以及倍倍

尔等人的监督和协助，《社会民主党人报》基本

上坚持了党的原则，正确运用了党的策略，在一

定程度上提高了无产阶级的觉悟，推动了马克

思主义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传播。恩格斯曾称

赞它“无疑是党曾经有过的最好的报纸”①。
( 二) 组织召开并参与各种集会、党代表

大会
在反社会党人法实施期间，社会民主党举

行的集会或者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的演说经常遭

到警察的禁止和干涉。但是，为了宣传党的思

想和行动，为了加强党与群众之间的联系以及

向群众报告党在国会中的活动，又必须组织一

定规模的群众集会或者小规模的党员同志们的

集会。在这种形势下，以倍倍尔为首的社会民

主党人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毅力，不断地与反

动势力周旋，寻找一切机会进行公开的或者秘

密的集会，争取在县和邦等更大范围内举行

集会。
除了参与和组织集会之外，倍倍尔还积极

筹划召开党的代表大会。由于反社会党人法的

实施，社会民主党已遭解散，在此期间便无法在

德国国内举行党的代表大会。1880 年 8 月举行

的维登党代表大会、1882 年 8 月举行的苏黎世

党代表大会、1883 年 3 月底 4 月初举行的哥本

哈根党代表大会以及 1887 年 10 月举行的圣加

仑党代表大会，都是在国外举行的。而且，由于

在此期间党面临的斗争形势比较恶劣，党代表

大会也无法按照规定每年召开一次。不过，在

反社会党人法实施时期，召开这几次党代表大

会的意义是巨大的。它不仅为此时遭受打击的

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还为广大党员同志和群

众增强了斗争的信心。
( 三) 推动马克思主义著作在德国的传播
反社会党人法实施期间，社会民主党党组

织被取缔，党的出版中心、报社都遭到查封，正

常的出版活动已无法在国内开展。另外，在反

社会党人法刚刚颁布没多久，党内出现了一些

无政府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对党所坚持的

马克思主义原则和立场产生了不良影响。为了

提高工人们的思想觉悟，以及统一党内的思想，

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党内的指导地位，倍倍尔、威
·李卜克内西、考茨基等人认为应该加强马克

思主义著作的出版工作，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德

国的进一步传播。为此，1882 年，德国社会民主

党成立了宣传性小册子委员会，专门负责出版

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力求满足社会民主党及德国工人运动发展的需

要。恩格斯对党的这一做法非常支持，并且为

小册子委员会提供了具体指导和帮助。
19 世纪 80 年代上半期，在小册子委员会的

策划和推动下，苏黎世的人民书店出版了三版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恩格斯的论

文《马尔克》的单行本、《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

起源》、《反杜林论》第 2 版、新版《共产党宣

言》、《雇佣劳动与资本》等著作。从 1885 年起，

人民书店开始编辑《社会民主主义丛书》，一直

出版到 1890 年。② 除了这些在国外出版的著

作，德国国内也秘密出版了一系列马克思和恩

格斯的著作，比如《哲学的贫困》德译本、《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等。
反社会党人法实施期间，在倍倍尔等人的支持

和推动下，小册子委员会为马克思主义著作的

出版和传播作出了很大贡献，极大地宣传了科

学社会主义理论。
议会斗争的具体方式和策略可根据具体形

势变化和调整，但必须坚持革命的原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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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议会斗争在工人阶级

解放事业中的作用、关于工人阶级政党的议会

斗争方式和策略的观点，是随着欧洲革命形势、
随着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形势的变化而发

展变化的。从最初对革命形势作了比较乐观的

估计，到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从最初严厉批评

法国和德国议会的虚伪性和软弱无力，到逐渐

承认普选权和议会斗争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重

要作用。倍倍尔等社会民主党主要领导人，在

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下，在不同时期对于议会

斗争的态度也是比较灵活的。
1870 年 6 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斯图加特

代表大会上通过了由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

提出的“关于参加帝国国会和关税议会选举的

决议”，指出党参加选举主要是为了进行宣传和

鼓动，所以议会中的党代表应该充分代表工人

阶级的利益，对体现资产阶级利益的提案须持

否定态度，并且要利用一切机会揭露资产阶级

议会机构的虚伪性。决议还建议，在选举时，党

在没有提名自己的候选人的地方，可以支持其

他在政治上基本站在本党立场上的候选人。倍

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的这些提议，既为党进

行议会斗争明确了基本原则，又为党参加议会

选举提供了灵活多变的方式和方法，有利于党

在议会活动中根据具体形势的变化来调整自己

的策略。
1880 年 2 月和 3 月，针对反社会党人法时

期的特殊情况，倍倍尔在由其起草和签名的传

单“芬德尔先生和社会民主党”中对党在议会斗

争中的策略作了一些调整。他指出，党在坚持

无产阶级立场的基础上，可以在具有共同认识

的政治问题上，与进步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

级力量采取联合行动。在同年 9 月份，倍倍尔

代表党的领导机构起草了一份呼吁书，对党在

反社会党人法实施期间的任务提出了建议和要

求，并且为党提出了新的策略口号，即“党的义

务在于运用一切手段，使党发展壮大，并且使一

半是敌人的人变成朋友，使不是由于阶级利益

而是由于无知成为敌人的人变成自己的拥护

者”①，并建议各地方的党员同志充分发挥积极

性和创造性，根据各地方的具体形势采取适当

手段进行斗争。在倍倍尔的带领下，德国社会

民主党在反社会党人法时期，将合法斗争与秘

密斗争、议会斗争和议会外斗争结合起来，并且

利用资产阶级各政党以及统治阶级中容克贵族

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为工人阶级争取了许

多利益和权利，扩大了党的影响，争取了更多群

众的支持。
反社会党人法废除后，迫于工人运动的压

力，德国政府一方面对工人阶级的要求作了某

些让步，比如颁布了一些劳工保护法令、工商业

管理补充条例等，安抚工人阶级的反抗情绪;另

一方面又计划实行高压手段，策划通过防止颠

覆法、小反社会党人法、苦役监禁法等方式继续

反对和打压社会民主党及工人阶级力量。在这

种形势下，倍倍尔对国会选举中的策略问题又

提出了新的意见。他认为，当时国会选举的主

要任务是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自由权利，包括

选举权、结社权等，维护当时的立宪制度，并避

免出现反动的、反议会的军事专制制度。所以，

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应该赞成帝国国会具有的

预算权，支持帝国国会立法充分保障结社自由

权和集会的权利，反对其废除或者限制劳动保

护和工人保险的条例，反对其任意扩充军备、增
加军费开支等等。

总体上来说，倍倍尔认为，议会斗争作为一

种方式和策略，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根

据具体的斗争形势进行调整。而且，在进行议

会斗争时，一定要坚持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

在此基础上才能讲究斗争的策略问题。

“议会斗争”≠“议会道路”

倍倍尔的议会斗争思想基本上是符合当时

的斗争形势的。十九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进

入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法国、德国等国家的议

会民主政治有所发展，社会主义政党在议会中

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就。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形

势的发展，开始强调在一定条件下合理利用议

会手段的必要性。就德国的具体形势来说，北

德意志联邦国会成立后，联邦层面的普选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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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确立，使参加议会斗争成为可能。倍倍尔不

仅自己积极参与议会活动，利用议会宣传社会

民主党的斗争目标和原则，还为社会民主党制

定了灵活的议会斗争方式和策略，使党在议会

斗争中取得了很大成就，促进了党的发展壮大。
不过，倍倍尔所主张的“议会斗争”与伯恩

施坦等人所主张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议
会道路”有着本质区别。为了坚持和捍卫马克

思主义，坚持和捍卫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和革命

策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卢森堡、蔡特金

等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发起了反对伯恩施坦

修正主义的斗争。在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斗

争中，倍倍尔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一方面，

他在与考茨基、阿德勒、伯恩施坦等人的通信

中，批评和反驳了伯恩施坦的许多观点，并且明

确表示了他对伯恩施坦观点的看法和态度;另

一方面，他在 1898 年斯图加特党代表大会、
1899 年汉诺威党代表大会、1901 年吕贝克党代

表大会、1902 年慕尼黑党代表大会、1903 年德

累斯顿党代表大会都针对伯恩施坦问题作了发

言，有力地批评了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观点，并

在汉诺威、吕贝克、德累斯顿这三次党代表大会

上主持通过了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决议

案。另外，倍倍尔在党的理论刊物上发表了一

些批驳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文章，阐述了社会

民主党的原则和策略。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

报告和文章有 1899 年 10 月 10 日在汉诺威党代

表大会上关于“对党的基本原则和策略立场的

攻击”的报告、1901 年 9 月 24 日在吕贝克党代

表大会上的讲话、1902 年 9 月 15 日在慕尼黑党

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03 年 9 月 17 日在德累斯

顿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还有发表在《新时代》
第 21 年卷(1903－1904)第 2 卷上的“就副议长

问题及有关事宜的补充意见”等。
伯恩施坦等人认为，应该放弃传统的阶级

斗争，代之以改良的、渐进的“和平长入社会主

义”的策略，即利用选举权、合作社、改善民主制

度的政治机关和经济机关等方式逐步实现社会

主义。而且认为工人在政治上还不成熟，没有

能力完成他们应当完成的事情。倍倍尔则认

为，伯恩施坦等人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的方式对

德国来说是不现实的。首先，德国仍然是一个

半专制主义的君主制国家，政治制度具有非常

浓厚的军国主义色彩。帝国国会并不是一个十

分民主的政治机构，它名义上是立法机关，但是

它通过的法案必须经过联邦会议和皇帝的认可

才能生效。而且，国会并没有任免首相的权力，

财政权力也比较有限。所以，德国的议会民主

并不同于英国、法国、美国等国的议会民主，依

靠所谓的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来实现社会主义

是不可能的。其次，德国目前所取得的政治进

步是很有限的。倍倍尔指出，选举权和结社权

在有些地方甚至恶化了，而议会斗争的作用也

或多或少地被夸大了。当时的德国资本主义经

济虽然日益强大，但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却十

分软弱，并没有成为政治上的领导力量。而且，

倍倍尔不同意伯恩施坦认为工人阶级政治上不

成熟的观点。他指出，“组织起来的有阶级觉悟

的工人阶级迄今已经到处证明并且每天都在重

新证明，他们在政治教养、理解力和工作能力方

面都大大超过资产阶级及其在革命年代所取得

的成就。”①推翻资产阶级的任务只能依靠工人

阶级来完成，这是工人阶级的事业。当然，在这

一过程中，工人阶级也要不断争取其他同盟军

的支持。
倍倍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原

则，认为广大工人阶级是推翻资产阶级制度的

主要力量。而且，无产阶级政党是革命的政党，

其目的是要推翻资产阶级制度，建立崭新的社

会主义制度。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资产阶

级政党的原则性界线。党可以利用选举权、议
会斗争等合法手段为工人阶级争取合法权益，

但这只是一种方式和策略，单纯迷信合法斗争

和民主是无法实现社会主义的。

( 责任编校: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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