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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思想的光辉典范
———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１７０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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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先进性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永葆生命力的重要支撑。《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

思想的光辉典范。它主要表现在：一是形成了能够自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逻辑；二是具有了体现世界 性

思维和总体性价值的双重视野；三是坚持一切人的最终解放与实现路径的二维互补。当前，以习近平同志 为

核心的党中央致力于加强党的先进 性 建 设，倡 导“四 个 自 信”。《共 产 党 宣 言》作 为 科 学 社 会 主 义 的 纲 领 性 文

件，应该成为我们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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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共产党宣言》发表１７０周年。应该说，
关于刻画现实政治生活的诸多著作中，很少有一部

能够像《共产党宣言》这样对世界历史产生了如此巨

大而深刻的影响。直到今天，无数的人们仍然在研

读这部伟大的著作，希望能够从中收获改造世界的

精神力量与理论动力。那么，这样一部著作它的思

想先进性体现在哪里呢？或许，我们能够从它作为

共产党党纲之母的历史地位、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

思想建设视野找到答案。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永

葆生命力的重要支撑。先进性建设首先要重视先进

性思想建设。因为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也是道路自

信、理 论 自 信、制 度 自 信 与 文 化 自 信 的 深 层 诠 释。
《共产党宣言》是无产阶级政党第一个纲领性文件，
是马克思主义经典创始人留给后人的关于政党先进

性方面的宝贵历史遗产。

　　一、形 成 了 能 够 自 洽 的 马 克 思 主 义 政 党

政治逻辑

　　 从社会主义的话语叙事来说，马克思主义政党

政治的理论建构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确立起如西方

政党政治一般成熟的形态。当然，也正如恩格斯在

《反杜林论》中所言，“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状 况、不 成 熟 的 阶 级 状 况 相 适 应

的。”［１］４０９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的成熟形态也需要有

与之相适 应 的 成 熟 的 生 产 力 与 生 产 关 系 状 况。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逢巨大挫折。尽管社会主义中国

经过改革开放，避开了执政危机，锻造出共产党新的

执政形象，为共产主义事业树立起榜样。但是实际

说来，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仍然处

于摸索阶段，缺乏稳健的形态。



不过，这样一种现实的境况，也仅仅是理论的一

个侧面。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社会主义实践要求

实践内容的具象化，要求与具体情境的调和。而适

应性的调和本身就是复杂的，需要时间的磨合与理

论的完善。但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社会主义想

象却没有受此约束。它往往是抽象的，有弹性的，甚
至对时间与挫败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免疫。这是理论

超前性的典型特征。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的理论超

前性使得它自身尽管没有实践的稳态，但却可以具

备理论逻辑的自洽。
理论的雏形往往最具演化活力，也因而最简洁

地呈现出一个理论的逻辑内核，反映一个理论的逻

辑自洽。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的逻辑自洽最鲜明地

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创始人那里。而《共产党

宣言》就是经典创始人关于这种逻辑自洽的最集中

性的表达。通过对《共产党宣言》文本的研读，我们

可以发现它 的 政 党 政 治 明 显 地 遵 循 一 种 闭 合 性 逻

辑，它历史地解答了政党从哪里来、使命是什么以及

到哪里去这样三个理论追问。具体的阐释与论证可

以从以下几点呈现：
第一，《共产党宣言》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从

哪里来。无论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政党抑或是代

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还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

政党，它们的产生都有规律可循。马克思、恩格斯从

阶级斗争 的 视 角 来 探 寻 政 党 产 生 的 规 律。他 们 认

为：“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

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

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

史”［２］１２。而 政 党 就 是 阶 级 斗 争 的 工 具。斗 争 的 每

一方都有一批代表本阶级利益的精英致力于夺取政

权。１９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已经确立起比较成熟的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工人阶级逐渐成熟，在被压迫与

不断的斗争中培育出自己的利益代言人———无产阶

级政党。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中的优秀

代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第二部分

专门就无产阶级与共产党的关系作了论述。其中阐

释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一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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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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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０。
第二，《共产党宣言》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到

哪里去。对于资本主义政党来说，这是一个真理问

题，同时也是一个伪问题。“政党到哪里去”意味着

政党的发展有一个端点，政党要以此目标前行。而

资本主义政 党 理 论 从 意 识 形 态 的 终 结 这 一 预 设 出

发，认为政党的发展就是政党的完善，因为自由、民

主、平等的原则在西方政治制度（政党的基本原则当

然也涵括在内）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已经“形成历

史基础的原理和制度”［３］３。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

则认为“政 党 到 哪 里 去”的 问 题 是 一 个 历 史 问 题。
“共产主 义 要 废 除 永 恒 真 理”［２］４８，所 以 与 西 方 资 本

主义政党迥然不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最终目标是

进步主义，它相信历史有一个发展的端点，而这个端

点的来临也就预示着政党的消亡。因为，“当阶级差

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

来的个 人 的 手 里 的 时 候，公 共 权 力 就 失 去 政 治 性

质”［２］４９。这时，一 个 自 由 人 的 联 合 王 国 就 出 现 了。
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利益代言人也消

解于其中。
第三，《共产党宣言》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

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政党建立起来了，目标也有

了，要怎么去完成这一目标呢。简单来说，就是推翻

资产阶级的专政。但是，一方面，资产阶级不会主动

放弃统治地位，这就要推动资产阶级灭亡所需的社

会条件的成熟；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专政被推翻后，
无产阶级怎 样 对 待 政 权，这 又 涉 及 过 渡 时 期 问 题。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此作出了进一

步解答。关于如何推动社会条件的成熟，政治上“第
一 步 就 是 使 无 产 阶 级 上 升 为 统 治 阶 级，争 得 民

主”［２］４８；经济上 就 是 继 续 推 动 生 产 力 的 发 展，壮 大

资产阶级的 掘 墓 人 力 量；文 化 上 就 是 重 视“教 育 因

素”，开展 理 论 批 判 斗 争。关 于 过 渡 时 期 的 运 动 策

略，马克思、恩格斯力图通过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
“一步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

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在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

里，并 且 尽 可 能 快 地 增 加 生 产 力 的 总 量”［２］４８。但

是，他们在１８７２年的德文版序言中也提到，巴黎公

社的实际经验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

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２］４这也

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历史

使命是围绕着最终的目标并根据革命的实际与时俱

进的。
第四，《共产党宣言》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政

治逻辑的向度。马克思、恩格斯的政党政治思想主

要体现在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中，它与无产阶级夺

取政权以及无产阶级国家学说是糅合在一起的，所

以表面上看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只是党建方面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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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但是，一方面建党的过程中必然会涉及政党政

治的多个层面；另一方面既然有了党纲又是政党思

想，且具有理论的超前性，就应该对政党政治有一个

较全面的预想。那么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去审查与

挖掘这些东西。实际上，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在《共

产党宣言》中 没 有 阐 发 什 么 是 政 党、它 的 功 能 是 什

么，但这种内在的联系已经都有所触及。首先，它预

设了政权，并提出了１０条变革生产方式的措施；其

次，它有竞争，反对党已经成功地逼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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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６；最后，它有党际关系，对于与其它工人阶级

政党的关系，在《共产党宣言》的第二章一开始以及

第四章中，马克思、恩格斯就利益关系与革命策略作

出了细致的阐释。
《共产党宣言》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早期政

治实践活动的思想凝练。它为我们提供了马克思主

义政党关于建党、革命与建设三位一体的全景勾勒。
尽管后来的实践表明这一党纲也是存在问题的，需

要修正的，但是就像马克思、恩格斯在序言中所说，
“《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

是完全正确 的。”［２］３而 这 个 一 般 原 理 在 某 种 程 度 上

当然也就包括它所体现的政党政治的逻辑。不论对

于当前的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理论建构来说，还是对

于马克思主 义 思 想 的 挖 掘 与 传 承 来 说，《共 产 党 宣

言》所体现的这种逻辑都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

　　二、具 有 了 体 现 世 界 性 思 维 和 总 体 性 价

值的双重视野

　　马克思 主 义 政 党 立 于 资 本 主 义 狂 飙 发 展 的 潮

头，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追求“一切人的

自由发展”。它在实践逻辑上还表现出了明显的世

界性认知思维与总体性价值诉求的特征。
在“后工 业 文 明”的 声 音 都 算 不 得 稀 罕 的 现 当

代，尽管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世界性”与“总体性”特

征在较大程度上已为民族性认知思维、国家特色的

利益诉求所遮蔽，但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实践逻辑

的本真仍蕴藏在这种整体性的视野之中，也只有依

靠这种整体性的视野才能在历史的流变与具体实践

的展开中真正地确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自信、正确

地评价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认真地对待未来社会

主义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

政党世界性 认 知 思 维 与 总 体 性 价 值 诉 求 的 最 初 体

现，也是能够呈现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最具思

想性的表达。人类的世界性认知思维与总体性价值

诉求的形成有一个从自在到自觉、自为的复杂且反

复的历史过程。马克思之前的两个多世纪，民族国

家建构激烈对抗“世界性”教权，同时也冲击着帝国

理念。到马克思的那个时代，科技进步推进工业文

明逐渐成熟，全球化商贸开拓了世界性视野，在资本

流动引导下跨民族、跨地域的社会组织化愈发成为

可能。这是一个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历史阶

段。“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

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

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有许多种民族的和地

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２］３１这是一个思维

方式转换与形成的过程。
经济基础的变动始终占据着支配地位。除了民

族关系，资本的疯狂扩张还引起了社会关系、国际关

系的变革。它破坏了“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

般的关系”，“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使未开化和半开

化 的 国 家 从 属 于 文 明 的 国 家、使 东 方 从 属 于 西

方”［２］３２。所以，资产阶级日甚一日消灭的不仅是生

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还消灭了一种狭

隘的思维方式。最终，人类社会迎来了新历史阶段

自觉、自为的具有世界性认知思维的历史主体———
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当然，民族

国家建构力量作为相伴生的一股反向力量也越发尖

锐，并 使 马 克 思 成 为 “大 体 系 缔 造 者 的 最 后 一

人”［４］３３７。正像马克思、恩格斯描述阶级斗争中各阶

级的“同归于尽”一样，世界性思维与民族性思维也

会强烈碰撞，不免生出激进。这或许就是世界性思

维为给其后的无产阶级政党背书了神圣的国际主义

负担。尽管如此，也尽管国际主义曾经留下过遗憾，
但世界性思维本身以及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维

觉醒并不能否定其先进性所在，毕竟历史不可假设，
社会发展的潮头也需要弄潮者。

至于总体性的价值诉求，人类在还未能识别总

体之前就已经认识到它的意义所在。它总表现为一

种应然的状态，而人类身居其中。古希腊人认为世

界上的一切 变 化 都 源 自 对 立 双 方 的 相 互 作 用 及 影

响，并把对立的双方堪称统一的整体，而这种包含并

超越所有对立力量的统一称为理性———处于价值优

位的善。理性或许没有把握大局，但它却以终极性

代替总体性，为人在宇宙中确立了位置，回应了必要

的价值诉求。东方的哲学、特别是宗教哲学也有这

种特征，并且要比希腊哲学更加系统、稳定。它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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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物理学的概念表现出了“惊人的平行之处”［５］４－８，
但却保留了哲学所特有的隐晦。而这种隐晦最与思

想的体验相亲近。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的

建设性批判、对于未来社会的多层次勾勒呈现出的

就是这样一种总体性的价值诉求，一定的情境体验

与对他们哲学底色的把握是必要的。
与世界性思维相契合，人类总体性的解放状态

是马 克 思、恩 格 斯 的 价 值 诉 求。马 克 思、恩 格 斯 在

《共产党宣言》中灌输了多少康德式世界和平的情怀

已难以揣度，但不可置疑的是，他们像黑格尔一样给

人类进化提供 了“合 理 的 公 式”［４］３３７，并 且 把 这 个 公

式通过政党努力实践以理想社会的状态很好地呈现

出来，表现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难得的先进性特征。
不过，鉴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熟程度以及社会

主义发展的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并不能、也没有细

致地描绘这种状态。他们只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关

系进行批判 的 同 时 以 否 定 的 姿 态 勾 勒 出 肯 定 的 画

面。在《共产党宣言》的第二章中提到，“共产党人可

以把自己 的 理 论 概 括 为 一 句 话：消 灭 私 有 制”［２］４１，
或者说扬弃私有制更确切［６］７８９。而这里的私有制又

不是“一 般 的 所 有 制”，而 是“资 产 阶 级 的 所 有 制”。
那么，扬弃资产阶级私有制后又是一种什么状态呢？

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私有财

产是需要被消灭的，但他认为的私有财产是“人的自

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

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７］８１。所以，你会发现扬弃

私有制的理解要基于总体性的价值诉求。还有关于

“消灭家庭”的思想，也要基于这样一种价值诉求去

理解。也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地解读出马克思、恩
格斯所说的“人们至多只能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想

用正式的、公开的公妻制来代替伪善地掩蔽着的公

妻制”［２］４６。
世界性认识思维与总体性价值诉求并不是马克

思主义政党的独有特征，在秉持古典自由主义的一

些政党中也能够发现它。但是对于后者，两种特征

的表现既不是彻底的也不是纯粹的，在异化中它们

很难说坚持了人本的视野。马克思主义政党克服了

这种局限，但也表现出了理想化的孱弱。特别是总

体性价值诉求方面，对于全人类解放状态的勾勒脱

离开当下的历史境况、生产条件，在理论上形成的自

洽的政党产生、发展、消亡的辩证逻辑中，推动自由

精神的辩证运动显得不够成熟。当然，历史始终是

人书写的，也是为了人而书写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

总体性价值诉求与历史的发展不谋而合，它的先进

性是不容抹杀的。

　　三、坚 持 一 切 人 的 最 终 解 放 与 实 现 路 径

的二维互补

　　马克思主义政党自始至终都是以全人类的解放

为奋斗目标的。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

对消灭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之后所实现的社会状态

进行了高度概括：“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

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
每 个 人 的 自 由 发 展 是 一 切 人 的 自 由 发 展 的 条

件。”［２］５０这也就是所谓的“两个自由发展”。
理解“两个自由发展”，要理清楚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指的“自由发展”是一个什么

状态？二是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要将自由发展一

分为二，前后两者的关系是怎样的？三是“每个人的

自由发展”作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它是要

如何实现的，也就是涉及实现路径问题。
首先，关于“自由发展”的概念。马克思至少在

写作《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就已经从否定、批

判的层面 形 成 了 自 己 的 自 由 发 展 理 念。在《手 稿》
中，马克思专门论述了异化对于自由的侵犯。其后，
《德意志意识形态》也进一步作了分析，并指出了个

体可获得的 非 异 化 的 自 由 状 态：“在 共 产 主 义 社 会

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

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

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

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
并不因此就 使 我 成 为 一 个 猎 人、渔 夫、牧 人 或 批 判

者。”［８］３７批判的武器基于社会的透彻审视变得更加

成熟。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触

及了异化：“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

一 切 封 建 的、宗 法 的 和 田 园 诗 般 的 关 系 都 破 坏

了”［２］３０，并将对异化的追问突出地放射在社会关系

上，从而打破了更大成分上属于哲学意义的自由边

界。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对自由的期

待最终由个体自由发展到社会自由，这也就是自由

人联合体的图景。
其次，关于为什么要将自由发展一分为二以及

前后两者的关系。从字面意思去看，“每个人的自由

发展”是条件，“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是目的，前后两

者是明显不同的。但是细想之下，“每个人”与“一切

人”不过是同一状态的不同视角，它们都可作为全称

命题的范畴。于是，质疑这两者的关系就变得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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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要。这里，或许我们可以有这样两点解释：一是马

克思、恩格斯坚持自由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视野，尽
管“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历史

终结”，但只有量变才能引起质变。“每个人的自由

发展”强调全体中的个体，“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强调

个体 的 集 合，前 者 是 进 行 时，后 者 是 完 成 时。二 是

“一切人的自由 发 展”要 避 免“劣 币 驱 逐 良 币”的 现

象。也就是说，“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是一个有机的

状态，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都是同等重要的。
最后，关于实践路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对于

向自由王国的跨越设置了怎样的实践路径？在《共

产党宣言》中，他 们 通 过 对 阶 级 斗 争 的 唯 物 史 观 分

析，得出了阶级本身消灭后自由社会的来临。但是，
同时在他们的论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另一个隐含的

路径，或者说是一个补充的路径，这就是现实的个体

的解放。马克思、恩格斯说到，“人对人的剥削一消

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２］４７。当剥削

不以阶级论之，“一切人自由发展”的丰碑面前也就

只剩下“每个人”。
当然，细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作品，还能找到

更多的理据。比如，在１８４４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批

判鲍威尔一伙人而作的《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

格斯将“形而上学地改了装”之前的绝对精神称之为

“现实的人和 现 实 的 人 类”［９］１７７，实 际 上 也 就 为 自 由

社会的实践路径设置了二维的解放主体。又比如，
马克思在《１８４４年 经 济 学 哲 学 手 稿》（笔 记 本Ⅲ）中

有这样一段论述：“宗教的异化本身只是发生在意识

领域、人的内心领域，而经济的异化是现实生活的异

化，———因此对异化的扬弃包括两 个 方 面。不 言 而

喻，在不同的民族那里，运动从哪个领域开始，这要

看一个民族的真正的、公认的生活主要是在意识领

域还是在外部世界进行，这种生活更多的是观念的

生活还是现实的生活”［７］８２。说的很明白，异化的主

体有两种类型，一是“在意识领域、人的内心领域”，
即主体内的，也就是个体维度；一是在经济领域的，
即主体间的，也就是共同体维度。而异化本身就内

含了历史路径的选择，所以马克思提到的“运动从哪

个领域开始”指的也就是两种不同的历史路径。
《共产党宣言》对于自由发展的两种实践路径的

隐含表达需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审慎对待。“每个

人的自由发展”与“一切人的自由发展”之间的这种

差异与张力的存在本身意义重大，因为尽管都属人

的范畴，但一方强调的是量变，一方强调的是质变，
它们象征的正是标示理想社会实现的两种历史主体

维度，因此它们所由此衍伸的通向“自由王国”的历

史发展路径迥然不同。当然，现在看来，这种迥然相

异的历史发展路径本身的多样性恰恰反映了一个理

想社会可实现的应变空间的存在。

四、结语

《共产党宣言》尽管篇幅不长，但却是马克思主

义与时俱进的光辉典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形

态的浓缩，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当代社会主义的

思想锦囊。它所诠释出的政党的逻辑自洽、双重视

野以及二维的实践路径，都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

政党生命力的顽强，对于丰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

进性思想、增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四个自信”难能

可贵。当然，我们这里的解读并不是穷尽的，比如以

纯洁性特征表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上的民

主特色、精神上的无私品格、策略上的无畏立场。在

这里我们没有展开，但它毋庸置疑地也是《共产党宣

言》所折射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思想的一个侧

面。
若从１８４７年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立算起，共产

党的革命实践也已经１７０余年了。其间，历经波折。
到今天世界社会主义初见复兴之势，马克思主义政

党的先进性建设就显得更加急迫。中国作为当今世

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以特色社会主义为旗头，引
领越、老、朝、古推进社会主义事业，提出要把中国共

产党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政党”［１０］１２的任

务。这就需要执政党正确地揣摩马克思主义政党的

先进性要求，把先进性建设摆到《共产党宣言》所诠

释的政党文明的范畴中去，以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

的逻辑自洽回应历史虚无主义与信仰缺失，以马克

思主义政党的双重视野回应大国崛起与文明复兴的

角色转换，以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二维实现路径回应

社会主义新人的长成。社会主义这一人类文明的智

识成果得之不易，使之成熟、结果更加不易，马克思

主义政党只有秉持《共产党宣言》的理论开放精神，
才能真正推进“四个自信”，也才能真正回应人们对

自由解放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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