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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对资本主义文明超越性选择的首次破题 
——重论巴黎公社的文明史观 

 
常宗耀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文法学院，北京，100044) 

 
摘要：从文明史观看，巴黎公社应该是人类对资本主义文明超越性选择的首次破题。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代替资

产阶级国家政权是其文明史观的核心；真正民主化国家政权的制度设计是其文明史观的本质；重视用高尚的精神

产品和道德风尚改变人的灵魂，重塑人的精神世界，改变社会的精神面貌和道德风貌，是其文明史观的文化诉求。

我们今天仍然要从巴黎公社的文明史观里汲取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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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类对资本主义文明超越性选择首次破题的

巴黎公社，在决定性的层面上是当时社会历史运动，

当然主要是资本主义历史运动在一定阶段上的必然结

果，更具体地说，是自由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经济时代

走向它的反面和即将终结时人类所作出的选择。巴黎

公社在短短的时间里，虽然不可能建构起完整的理论

形态式的文明史观，但是它以实践的方式初步表达了

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对人类理想文明的真正看法。在当

时的历史条件下，就其系统性、深刻性和科学性来说，

巴黎公社的文明史观(主要是在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

方面——笔者注)是世所少见的。它表明，巴黎公社不

仅是阶级社会文明的批判者，更是新的共产主义文明

的预言者和倡导者。 
 

一、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代替资产 
阶级国家政权是巴黎公社文明 
史观的核心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文明时代即阶级社会的时代，

以及这个时代中的文明性。这个时代中的文明性具有

两重性。一方面，这个时代的到来是人类历史的一个

伟大进步，是通向更大进步的必经阶段；另一方面，

这个文明又是以人类的屈从和屈辱为代价的，是在阶

级矛盾和阶级对抗中发展的。资本主义文明代替封建

文明是人类文明的进步，但是“文明的阴沟”和“文明的 

野蛮”又和资本主义文明联系在了一起。正是因为这

样，马克思才把资本主义的文明称作是“野蛮中的野

蛮”。1848 年欧洲革命失败以后，在法国建立的代表

金融贵族和工业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第二帝国，对内残

酷压迫和剥削人民，对外连年发动侵略战争。这些反

动政策，引起了广大人民的强烈不满。在推翻第二帝

国后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对外勾结外国反动

势力，对内企图镇压巴黎的工人运动。1871 年 3 月 18
日，巴黎工人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的反动

统治，并建立了自己的政府——公社委员会。这是人

类历史上第一个建立的无产阶级政权。它表明，巴黎

公社是人类文明时代的一个转折点，它宣告了世界范

围的资产阶级文明时期的终结，开创了无产阶级文明

历史的新篇章。马克思后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

析了法国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

并指出，随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矛盾的激化，这个

旧国家日益成为公开剥削、残酷镇压无产阶级的工具，

资产阶级把这个旧国家机器发展到最完备的形式。资

产阶级的国家，是奴役工人的政治工具。无产阶级的

最终目的是要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统治，使人类获得

彻底解放。因此，工人阶级不能把奴役他们的政治工

具，当成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使用，必须彻底打碎

它。 
巴黎公社对文明时代以及文明问题的考察有自己

特定的价值判断和理论立场。资产阶级的一些文明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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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着力于对资产阶级文明时代的赞美和歌颂，惊叹

于资本主义文明的诞生和发展，表现出对当前资本主

义所达到的文明阶段的崇拜。与资产阶级文明论者不

同，巴黎公社站在更高的立场上，用更高的眼界来看

待人类历史中的这个文明时代，以批判的目光来审视

和剖析这个时代。巴黎公社着力于对文明时代的批判，

并在批判的基础上，更是着眼于对文明时代的超越，

以及向新文明的过渡。 
马克思指出：“这次革命的新特点还在于他们组成

了公社，从而把这次革命的真正领导权握在自己手中，

同时找到了在革命胜利时把这一权力保持在人民自己

手中的办法，即用他们自己的政府机器去代替统治阶

级的国家机器、政府机器。”[1](106−107)为完成从资本主

义文明向新文明的过渡，巴黎公社的第一件重大任务

就是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基础上，代之以新的真正

民主的国家政权。巴黎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资

产阶级常备军，用人民武装来代替它。公社取消了反

动警察机构，代之以新的公安机关，选举产生了人民

治安委员会。废除了旧法官，封闭旧法院，选出司法

委员会，组织新的民事法庭。废除了资产阶级议会制

度，实行立法与行政的统一。公社委员会是最高权力

机关，下设执行、军事、粮食、财政、司法、公安、

劳动与交换、社会服务、对外联络、教育等十个工作

委员会，负责处理公社的工作。公社是兼管行政和立

法的工作机关。公社废除了资产阶级的官僚集中制，

实行民主集中制。公社对公职人员实行普选制，并随

时可以撤换。公社实行普通工人工资制，从公社委员

到一般普通工人的最高年薪不得超过六千法郎。公社

还摧毁了资产阶级进行精神压迫的枷锁，宣布教会与

国家分离。这样，公社在彻底打碎资产阶级的军事官

僚机器，摧毁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压迫力量之后，开

始建立起来的国家政权，是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国家的

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所以，马克思认为，巴黎公社实

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

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文明是社会的品质，不能离开社会整体而存在。

文明是社会的文明，不是属于单个人的。正是由于文

明是社会的文明，所以社会的所有成员才能成为文明

人，社会才不至于因为单独的个体存在而造成裂变、

不和谐甚至异化。资本主义在反对封建贵族的阶级斗

争中，曾经以“自由、民主、人权、博爱”等极具社会

文明的假象号召第三等级，但是一旦资产阶级确立了

自己的政治统治之后，以资本个体为本位的资本主义

精神即刻脱下了社会文明的伪装，从而也就暴露了资

本主义文明的自私性和排他性。所以，巴黎公社夺取

政权后，并没有使革命浅尝而止，而是继续采取了一

系列有利于全体劳动人民的政策和措施，对整个社会

进行脱胎换骨的文明改造。根据公社的经验，马克思

强调指出，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决不能与他们在社会

中所处的奴隶地位的长久不变状态同时存在，公社应

当成为根除阶级的存在所赖以维持，从而阶级统治的

存在所赖以维持的那些经济基础的工具。这也就是说，

无产阶级的国家应该是无产阶级彻底解放的工具，绝

不是为某一个私有制阶级或某一个私有制利益集团谋

利益的工具，在夺取政权后也绝不能再异化成为剥削

阶级或剥削阶层的代言人。这就说明了，在巴黎公社

那里，不仅文明的发展形式将发生改变，文明的发展

规律也将发生改变。这是一个根本的、性质上的改变。

这是从未有过的无阶级社会的文明的产生问题，是文

明的前所未有的超越问题。 
 

二、真正民主化国家政权的制度 
设计是巴黎公社文明史观 
的本质 

 

恩格斯说过，文明时代的社会制度“激起人们的最

卑劣的冲动和情欲”，“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

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2](177)

正因为这样，所以，资产阶级的某些文明论者和资产

阶级的某些民主主义者都曾提出过要对本阶级的国家

机关及工作人员保持警惕的主张。美国著名政治学家

托马斯·潘恩就曾从人性论的角度提出了这个问题。

他在《常识》一书中说，政府本身是人性邪恶的产物。

在任何情况下，政府都是一种祸害。政府“即使在最好

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种免不了的祸害；在最坏的情

况下，就成了不可容忍的祸害”。[3](3)既然人的本性是

恶的，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国家本身又是一种不可避

免的祸害，政府一旦掌握了不受限制的权力，必然祸

害社会，因此，要防止政府危害社会，必需把国家权

力分割为不同的部分并使之相互制衡。但是，以资本

个体为本位的私有制社会的文明是片面的文明，是与

野蛮相伴随的文明。它的文明成就的取得是以人为地

造就无数的野蛮现象为代价的。正像以不正当的手段

谋取的财富是不义之财一样，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本

质恰恰是与民主政治的本质相冲突的，其中的一个基

本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对社会资源的掌握

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这就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社会，

资本主义政治文明中以民主形式表现出来的各种政治

关系、政治活动规则、政治结构模式和政治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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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过是为保证资产阶级经济利益的合法性而确立和

设定的。 
和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和发展趋势不同，巴

黎公社一开始就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文明史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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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这是因为，政治权力具有两重性，既有重要

作用，又有弊端，即一旦掌握，当权者极易利用政治

权力的价值性谋取私利，从而造成政治权力的垄断和

滥用。在巴黎公社看来，民主政治作为一种国家形态，

作为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和资产阶级国家不同的地

方，就是应该使权力全部掌握在人民群众手里，使人

民在政治上当家作主，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民主权。

那么，巴黎公社在实践中做了什么呢? 
按照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巴黎公社要求：① 国

家权力来源于人民。人民通过选举产生代表自己利益

的国家机构。为了防止国家公职人员蜕化变质，由社

会的公仆变成社会的主人，巴黎公社采取的第一个重

要措施，就是彻底废除了旧国家的等级授权制，代之

以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制，让广大劳动人民有充分的、

真实的选举权和罢免权。巴黎公社诞生不久，作为公

社临时权力机构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就立即着

手筹备公社的民主选举。公社认为，要彻底打碎资产

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就必

须把过去被资产阶级统治者作为欺骗工具的普选权运

用于真正的目的，由人民来选举行政和创制法律的公

职人员。这就如同一个工厂主能用个人选择的权利，

为自己的企业找到合适的工人、监工和会计一样，从

而使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在

《公社选举公告》中，公社号召公民们要充分珍惜自

己的民主权利，努力做到“知人善任”，要挑选那些“出
身平民，坚定积极，有正义感，公认为正派的人”，“真
心实意的人”。并强调指出：“公民们，不要忘记，只

有从你们中间选出来的，与你们同甘共苦的人，才能

最好地为你们服务。”公告特别提醒大家，“要提防野

心家和向上爬的人”，“也要提防言而不行的空谈家”，
“也要避开财运亨通的阔佬”。不仅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的公社委员会是由自下而上的提名表决，而且司法机

关的法官和公证人，国民自卫军的高级将领，工厂的

厂长也都是经过选民充分讨论酝酿，由民主选举产生。

只有坚持这一点，国家权力的存在及对社会的管理才

是合法的，才可能体现人民的意志。这也是防止权力

腐败的首要环节。② 国家权力受人民监督，人民有权

收回国家掌握的所有权力。公社规定，劳动者不仅享

有充分的、真实的选举权，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来选

择自己满意的公职人员，而且拥有对国家官吏充分的、

真实的监督权，随时可以罢免和撤换那些不称职的被

选举者，认为，不给人民罢免权的监督，算不上是真

实的彻底的民主监督。为了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公社坚持将自己的一切言论和行动，特别是工作中出

现的错误和缺点和盘托出，告诉民众。让人民群众拥

有充分真实的选举权和罢免权，这就有效地防止了国

家机关人员蜕化变质，杜绝了各种不法行为。③ 经济

平等，取消高薪制，一切公职人员都只领取同普通工

人一样的工资。公社还禁止国家公职人员兼职兼薪，

领双份工资，而大力提倡多做工作，不计报酬的义务

劳动。巴黎公社关于废除国家机关高薪的法令及实施

的各种措施，既是对旧的资本主义官僚制度的一种无

情的批判和否定，又是对未来社会新的政治与经济关

系的一种勇敢的尝试，具有极其深远而重大的意义。

马克思十分重视公社实行普选制和实行普通工人工资

制这两项措施，认为这是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

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重要措施。列宁高度评价了巴黎

公社的这一做法，认为这些措施表明从资产阶级的民

主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民主，“会成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

社会主义的桥梁”。[4](149) 

可以看到，巴黎公社的政治制度设计表达了巴黎

公社文明史观的本质，也就是要在彻底否定资产阶级

虚假民主的基础上，实现政治民主化、政治公开化、

政治运行法制化、监督机构体制化等无产阶级对国家

政权的新要求。所以，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

敏锐地看到巴黎公社的一些具体制度设计中体现出的

一些克服资本主义政治原则的有价值的尝试，认为“公
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的民主制度的基础”，[1](58)代表

着“社会收回国家权力、人民真正成为社会主人”的方

向。同时，马克思也清楚地认识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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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马克思高度评价巴黎公社的着眼点

不在于公社是否就等同于真正民主制的实现，而在于

“公社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体现出了新的动向，即它显示

出走向属于人民、由人民掌权的政府的趋势”。[5]就是

说，巴黎公社的文明史观为人类规划了一幅超越资本

主义政治文明的理想蓝图，或者说为社会主义民主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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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悬设了一个民主追求的根本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定

向。 
 

三、重视用高尚的精神产品和道德 
风尚改变人的灵魂，重塑人的 
精神世界，改变社会的精神面 
貌和道德风尚，是巴黎公社文 
明史观的文化诉求 

 
马克思主义文明史观认为，文明是全面发展的，

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同样重要。正是因为精神文明或

精神文化的重要性，所以，恩格斯曾从功能动力论的

角度，在强调作为观念形态的哲学所起的先导作用时

说：“正像在 18 世纪的法国一样，在 19 世纪的德国，

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2](210)至于社会意

识形态中的政治法律思想、文学艺术、教育、道德等

等，则是社会调控中其他因素无法替代的巨大力量。

可以说，精神文化或精神文明建设在调控文明主体的

需求行为，使个人欲望与现实可能有机结合起来，并

对他人、对社会有利方面，有其特殊的重要作用。 
巴黎公社一开始就致力于文明的全面进步和社会

的全面发展。巴黎公社精神文明史观或文化史观的着

力点是把对社会的改造和对人的思想及精神的改造结

合起来，其所采取的各种措施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同样

是无产阶级文明史上的一份宝贵遗产。 
教育是精神文化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

任何人、任何社会获得文化的途径只能通过教育。其

实，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它反映了把文化本身保

留下来并传授给下一代的能力。在巴黎公社看来，不

按照社会需要来改变教育就不能改造社会。因此，巴

黎公社在成立后的第一次会议上，就成立了十个委员

会，行使政府各部的职能，教育委员会即是其中之一。

它的职责是“着手改革教育”，“起草免费、普及的全部

世俗教育的法令草案”。公社教育改革的目的，就是“使
公社革命能够通过教育改革来巩固其实质上的社会主

义革命的性质，因为教育改革将保证每个人都有社会

平等的真正基础——全面教育，将使每个人都容易学

会他能够胜任和喜爱的职业”。[6](43)公社教育委员会以

世俗教育代替宗教教育，取消了愚昧的宗教课程、教

义问答、神像、祷告及一切宗教象征，教师以科学知

识传授学生。这样，巴黎公社第一次使教育不再是一

些集团或阶级的特权，而使之真正成为群众的、全民

的教育；教育也排除了利用它为反人道的目的，或为

传播遏止人的发展和阻碍社会进步的反科学的世界观

服务的可能性。此外，公社努力普及初等教育，加强

职业教育，并在学校教育的指导思想、课程设置和教

学方法等方面，也都开始了改革的尝试。这些也都体

现了教育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性质。 
巴黎公社精神文明或文化史观的一个重要要求是

要对文化进行科学管理，其实质在于使人能够享受当

代文化生活中所能接触到的现存文化价值，从而提高

人的素质。公社在文化艺术领域里坚持国家对文艺的

管理和监督；注意保护文化遗产；设法尽快开放博物

馆、图书馆，举办各种艺术展览，以教育群众，鼓舞

斗志；改革文艺演出形式，革新演出剧目内容；利用

新闻报刊宣传公社理想，教育和动员群众，揭露和打

击敌人。在巴黎公社看来，这些精神文化的发展，不

仅决定劳动者自由的程度，而且将决定劳动者作为消

费者和创造者所应享受文化珍品的权利。特别重要的

是，巴黎公社对文化进行科学管理，可以使无产阶级

和劳动大众能够成为真正的文化主体，即有权力使用

文化机器，能够在文化领域中拥有自己的话语权，从

而打破资产阶级及其附庸才能拥有的这个权利。 
现实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的存在和发展，有赖

于道德的积极作用。作为改变人的精神世界的道德，

关注的应该是人在该社会中被评价为真正人的、高尚

的、崇高的那些品质。在当时紧张的斗争形势下，巴

黎公社领导人不可能规定具体的理论形态式的思想道

德纲领和条文，但是他们出于工人阶级的阶级本能，

以身作则，严以律己，全心全意为工人阶级解放事业

献身的实践精神，显示了高尚的道德情操。正因为有

了这样高尚的道德情操，所以绝大多数公社领导人把

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全心全意为公社的事业献身，

而从不考虑个人的利益。他们手中握有大权，但从不

以权谋私。为了使公职人员保持社会公仆本色，防止

由社会公仆蜕变为人民的主人，公社所采取的三项重

要措施，即民主选举公职人员，取消高薪制，兼职不

兼薪，加强对国家公职人员的监督等，也都体现了崇

高的道德风尚，保持了劳动者的本色。巴黎公社为了

树立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十分重视对青少年的思想

品德教育。大力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实行男女平等，

因而妇女的精神面貌大有改变。 
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一时代的道德，既受经济关

系决定，又受政治的有力制约，并为一定的政治服务。

虽然政治是主导，道德是政治的辅助力量，但是，道

德不是消极被动的。在社会变革、风云激荡的时期，

新道德对旧道德的批判，新道德对新时代的呼唤，往

往是政治变革的先导。巴黎公社的道德实践，已经向

人们昭示，以资本个体为本位的资本主义道德观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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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穷途末路，一个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新的道德理

念开始变为现实。为此，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

高度评价道：“公社简直是奇迹般地改变了巴黎的面

貌！第二帝国的那个荒淫无度的巴黎已经消失得无影

无踪了。法国的京城不再是不列颠的大地主、爱尔兰

的在外地主、美利坚的前奴隶主和暴发户、俄罗斯的

前农奴主和互拉几亚的封建贵族聚集的场所。在陈尸

场内一具尸首也没有了，夜间抢劫事件不发生了，偷

窃现象也几乎绝迹了。”[1](66)巴黎公社在较短的时间

内，大范围地改变了旧时代的思想道德和风俗习惯等

在人民身上留下的痕迹，使巴黎社会的民间思想和风

俗习惯等文化形式，在其先进性上大大超过了旧社会，

这是当时的文化事实不可否认的。在这里，我们已经

看到了巴黎公社的道德理念作为先进文化的强大文化

功能。 
 

四、结论 
 

文明的相互作用对人类历史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

和作用，所以，社会主义可以而且应当批判地吸收人

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包括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优秀

文明成果。但是，以资本个体为价值本位的资本主义

决不是人类文明的终结，更不是臻于至善的文明社会。

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资产阶级启蒙学者提出来的华

美诺言并没有兑现，资本主义文明仍然是一幅令人极

度失望的讽刺画。这种状况直到今天在本质上也没有

改变。我们仍然要从巴黎公社的文明史观里汲取营养，

因为巴黎公社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与否定，不仅仅

是一种政治模式的超越与否定，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的

超越与否定、伦理价值观的超越与否定。它在实际上

改变了资本主义文明或资本文明模式的某些方面，客

观上推进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进程。今天的马克思

主义者完全应该有信心去发挥这种功能，重新对资本

主义文明或资本文明至上的思想和理论做出新的审视

和批判，为发展人类社会的整体先进文明而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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