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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求索：哈罗德·拉斯基社会主义思想述论 
 

徐木兴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浙江杭州，310027) 
 

摘要：哈罗德·拉斯基认为，资本主义由于国家权力过大、过于集中的结构性弊端导致个人自由的被压迫，社会

整体活力的被窒息，因此危机现象此起彼伏，必须进行社会和经济改革。自由主义的政治民主，因不触及生产资

料的私人占有，因而只停留在政治领域，而未表现在经济领域。要坚持自由、平等、民主的原则，并使这些原则

成为现实，就必须变革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使成员之间经济大致平等。唯有确保经

济平等和增进人民福利，才能日益形成以全民利益为基础的公正社会。社会主义与民主密不可分，是民主政治的

必然结果。民主意味着人人有着同等的政治经济权利，有着同等满足自己政治要求、利益的机会和条件；同时民

主原则的承认、民主制度的建立，也意味着民众有权力、有能力、有条件利用政治手段，去增进物质福利、去干

预经济生活。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有多种，社会主义者应以各自的方式努力为社会主义寻找一条非暴力的、合法

渐进的理性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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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Joseph Laski，1863～

1950)，英籍犹太人，20世纪英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
费边社会主义思想代表人物。拉斯基兴趣广泛、著述

颇丰，其作品涉及政治学、法学、哲学、历史学与管

理学等广阔领域。他或直接或暗示，“社会主义始终是
其终生之‘中心信仰’”。[1](66)在一定意义上说，其“比其
他任何英国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意义和贡献都

大”。[2](239−263)当时诸多知识分子正是在拉斯基的教育

和启迪下，以新的视角审视时代难题，相信社会主义

终有一天必将实现，而且社会主义的成功，亦必然为

民主政治的最后成功。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

新阐释拉斯基社会主义思想的出发点、所面临的时代

难题及破解时代难题的有效路径，对了解当今西方流

行的民主社会主义学说和欧洲的政治思想都有一定帮

助，也能为当下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

某种借鉴和参考。 
 

一 
 
拉斯基以社会主义为“中心信仰”，是基于他对英

国第一届工党政府失败、法西斯在欧洲的猖獗、俄国

十月革命的胜利尤其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和

大萧条为标志的资本主义危机的深切反思。 
资本主义危机首先使拉斯基认定资本主义已经无

法靠自我调节机制来恢复，其结构性弊端在于国家权

力太大、国家权力过于集中。这种状况必将导致个人

自由的被压迫，社会整体活力的被窒息，以至于整个

社会的不满情绪和危机现象此起彼伏。实际上，拉斯

基对国家权力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敏感，他从未停止过

对利维坦怪兽的防范。他始终认为国家只是人类社会

中形式多样的众多团体之一，无论它强迫服从的合法

权利如何，它也没有任何道德的合法性。像任何其他

团体一样，国家也必须以自身的成绩和能力争取成员

的忠诚。也就是说，国家之所以能获得成员的忠诚，

不是出于“先验的理由”，而是依靠它的“坚实的道德成
就”。[3](17) 

资本主义危机除了加剧拉斯基对国家不信任外，

也促使他迅速相信，大规模的社会和经济改革比以往

任何时候显得更为迫切。质言之，工人阶级生活条件

大规模得改善是一个迫切的需要。他坚信， 二十世纪
初危机的主要结果将使工人阶级处于一个新位置，而

且这个新位置将会在日益显示出重要的工人阶级政党

中找到政治表达。拉斯基“《政治典范》可以说曾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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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社会主义者企图给工党理想以具体意义的一种最

全面的尝试”。[2](239−263)这种尝试的基本假设是，社会

组织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每个社会成员的充分发展他或

她的个性的机会，仅受阻碍于自然才能和能力。所以，

拉斯基坚称，社会主义社会作为比资本主义社会高一

级的社会形态，除了要保证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权利人人可享外，还必须承认工

作的权利、合理工资的权利、休闲的权利、教育的权

利、选举的权利、权疾病和年纪老迈免受不安全感的

权利以及分享对企业的管理和控制权利等权利，因为

他们对个人人格的完善都同等重要。然而，在一个被

分裂为通过拥有关系而生活和完全通过自身劳动而生

活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这是难以实现的。因为在这种

社会里，努力和报酬不成比例，报酬主要依靠所有权

而非功能、依靠财产而非服务；物资资源的使用，必

须由拥有者决定，而且决定是基于寻求利润而不是基

于公共福利。所以不难看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果之

一是，“国家被迫粗暴地使用它的工具来保护富人的财
产免受穷人侵犯”。[4](176)也就是说，不管公众正式的

权利如何，只有财产所有权和控制权依然集中在私人

和不负责任的人手中，他们的生活仍然滞后和低劣。 
换言之，任何社会，若各阶级之间经济上的差异太大，

往往会颠倒国家的目的，而仅为富者求利益。所以，

拉斯基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使成员之间经济
大致平等。只有通过把身份建基于我们的制度和差异

化社会功能必要性的答案，我们才能让我们的社会呼

吁个性的发挥”。[4](160-161)当然，更大的经济平等的实

现，将会涉及缓慢而痛苦的实验。但改革的渐变性质

和工人阶级通过政党对国家持续压力，必将保证它们

最终的成功。同时拉斯基也意识到，社会主义社会发

展初期，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国家权力的大量增加，但

问题的关键不是否认国家权力增加，而是要处理好授

予国家以必要权力的同时，对国家权力施以有效的控

制与管理。控制与管理国家权力的本身虽然限制了为

善的能力，不过也限制了为恶的机会。为此，拉斯基

认为理想的国家是由地域团体及职业团体组织的联治

性国家，主张以联邦系统对抗中央集权化的绝对主义，

以消减国家权力的膨胀，防止权力趋于专横，同时积

极提高个人地位，并加强各种社团的功能。也就是说，

社会中储备着公民的责任心和才能，普通的人对自己

命运能够做出重大贡献；人们必须被允许和实际上必

须被鼓励最大程度地参与权力的运行和分享影响他们

作为生产者、消费者和公民的决定。因此，社会主义

必须是以社会化为本质特征的一种新型社会形态，若

没有社会化，社会主义所谴责资本主义邪恶的可能会

弱化；没有社会化， 资本主义肯定会对社会特征继续
产生有力的影响，社会主义也就无法完成对资本主义

的超越和替代。这就要求，“社会主义者必须停止用这
种信念欺骗自己，那就是把理论意图与实际实践分开、

认为具体社会改革措施就是社会主义的代名词，并试

图逃避所有权问题和作为平等根本问题的经济权的控

制权问题”。[2](239-263)这种“半社会主义的政策必然带来
灾难性后果”。[5](1)因此，社会主义社会唯有确保经济

平等和增进人民福利，才能日益成为以全民利益为基

础的公正社会，人类也才始能真正享受“法国革命的原
则——自由、平等与博爱”之生活方式。[6](340) 
 

二 

 

面对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英国国民内阁事件和

法西斯势力的日益猖獗，拉斯基认为传统自由时代已

经过去，资本主义旧文明业已危机四伏，统治者若不

能认识这一时代趋势、不从社会与经济根本上进行彻

底改革，人类一向珍惜之自由与民主必将成为暴力革

命之牺牲品。 
拉斯基指出，自由主义其实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兴

起而产生的一种哲学、一种思维、一种情绪，是新兴

的资产阶级对自由贸易中的私有财产进行意识形态方

面的辩护。它“宣称个人主义和免受古老的严格等级制
度束缚的自由，坚持理性并对迷信和偏见予以宽容，

以进步反对停滞、以进取心反对习俗、以科学研究对

抗神圣无知、以宪政攻击专断等为荣。它所取得的巨

大社会成果“代表着真实而深刻的进步，”[7](13)“这也是
判断社会主义的最高实验”。[7](18)当然，拉斯基也注意

到，自由主义在长期进化过程实际上已经进行了重大

修正，最初否定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职责，已经发展

到国家行动应该更积极的观点；开始于狭隘地有限政

治参与的概念，逐渐把普选权作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自由主义从来没有停止过保持原始的本质烙
印，即它所倡导的政治民主，是建立于一种未明确的

假设之上，即它将不触及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7](243)

也就是说民主只停留在政治领域，而未表现在经济领

域。如果听任这种情况极端的发展，代价是巨大的，

必将收获沮丧的结果。也就是说，虽然自由、平等、

民主等原则伴随资本主义，为资本主义所肯定，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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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其实是一个内含否定这些原则的逻辑的社会，

随着它的发展，他与这些原则之间的冲突就会日益尖

锐，其结果或是民众用自己的自由、平等、民主权利

去否定资本主义，或是资产阶级为维护自己的特权，

去背弃自由、平等、民主原则。由此拉斯基的推论是，

要坚持自由、平等、民主的原则，并使这些原则成为

现实，就必须变革资本主义，建立一个新的、真正体

现这些原则的社会，那就是社会主义社会。 
拉斯基指出，就英国而言，作为社会变革力量的

工党的出现，改变了整个十九世纪两大财产性政党交

替掌权的局面。实际上英国财产性政党的统治可以追

溯到 1689年，“自 1689年以来我们国家总体而言依然
是由一个政党统治，那个政党就是财产性政      
党”。[8](105−106)工党与财产性政党差异是多方面的，“但
他们之间危险和冲突不是基于具体政策而是基于社会

经济生活的本质。这种情况使面临巨大挑战的财产性

政党使用它所有的影响，或直接或隐藏，来消除它的

反对者”。[8](28)在那条路的尽头，冲突必定迅速使宪政

常规程序的延续成为不可能。因此，拉斯基强调，工

党不能无限期推迟放弃原则的选择或试图将它们转化

为实际政策。因为，英国工党政府从私人企业获得合

作主要是依靠利益一致的维持。并没有充足的证据表

明，如果这种一致不存在，工党政府不会面临来自私

人企业和其政治代言人的最大的敌意。“如果前面有危
险，在我看来，似乎在于使用强大的金融和工业力量

来阻止选民选择政府的结果生效。⋯⋯这是邀请所有

各政党蔑视宪政传统。”[9](93)事实上，拉斯基警告是正

确的，战后多年的经验也并没有证明的资本主义意愿

接受选民的判决，尤其是当那个判决深深影响他们财

产和特权时。可见，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和超

越任道重远。 
 

三 
 
拉斯基深信社会主义与民主密不可分，强调社会

主义是民主政治的必然结果。虽然他曾一度接受了暴

力革命难以避免的思想，但他始终坚信，理性的道路

尽管缓慢却比暴力的道路更为可取，因为，“当人类放
弃理性道路，而选用暴力来证明自己的欲望是真理而

不是自己要求真理时，总要冒决堤放水的危险”，“有
意地选择暴力作为唯一的救世之道，除了极少的情况

外，很可能导致毁灭而不是成功”，[10](134)是民主的废

除，而不会是社会主义的实现。因此，正如高放先生

认为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是低标准、歪标准的社会主
义”一样，从二十年代起，拉斯基就不断地谴责苏联社
会主义模式是社会主义唯一绝对正确的模式的论说，

认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其实是社会主义应该抛弃的非

民主模式。它的代价是政治创新的窒息，其结果肯定

是无法洞察任何特定国家的特殊需求和传统。实际上

社会主义可以而且应该有不同模式。“我们必须以综合
差异呈现我们的革命，以及深刻关注拥有资产阶级自

由主义的英美人民已经建造的需要深刻思考习惯制

度，我们不能逃避自己的历史正如俄罗斯人不能逃避

他们的历史一样。”[11](254)因此，有必要在某个或同一

时间反对改革主义的沾沾自喜和革命的刻板，因为沾

沾自喜可能会带来灾难，而对程式的严格依赖必然导

致与生活现实的脱离。 

拉斯基深信， 在一个普选制的宪政国家里，民主

不应仅仅被视为方便使用的武器，而应该被看作一种

有效的政治机制。社会主义者要明白民主制度的崩溃

除了代表悲剧外不代表任何事情。不同于专制独裁永

远必须依赖武断的运用，民主的最高美德之一，就是

它“是表白人民疾苦的一个极好机制”，[11](81)它能以合

理的条件寻求最大的程度的同意，尽可能公正地对待

那些要求对权利进行重新定位的人，“其他任何制度都

没有机会创造这种氛围”。 [11](252)事实也表明，作为一

种制度选择，民主对个人、对社会、对国家具有其他

任何制度所没有的“永恒价值”，它是组织政治生活和

社会生活、实现个人自由的最佳手段。它使民众懂得，

民主意味着人人有着同等的政治经济权利，有着同等

满足自己政治要求、利益的机会和条件；同时民主原

则的承认、民主制度的建立，也意味着民众有权力、

有能力、有条件利用政治手段，去增进物质福利、去

干预经济生活。所以，社会主义不要轻易将这种先天

具有价值、后天成功运转的民主制度抛弃掉，而应通

过坚持民主制度、利用民主制度和把民主政治推向彻

底，以实现“执政为民、为民所治”的社会理想。 
拉斯基在生命最后十年更为清晰地意识到，新的

社会秩序的广泛计划需要社会主义政府必须拥有更大

的权力。社会主义社会权力滥用的危害之所以不是那

么大，是因为对它负责的人们有令人钦佩的意图。但

不可否认，良善的意图并不足以预防和消除权力滥用，

因为“不论是谁行使权力，总有滥用权力的倾向”，[12](48)

权力甚至具有“使行使权力的最高尚的人腐化的习
性”，[4](71)所以，要防止权力滥用，社会主义社会必须

把“最大限度的行政分权和最小限度的统一融合起来，
不仅要求权力是责任的，而且政府也必须是联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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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如此，国家行事才能益见成效”。[2](239−263)与其他

社会一样，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必须通过各种途径获取

机敏而有见识的的公众意见；它必须说出真相，并允

许真相被说出。他说，在英国工人阶级历史中也没有

任何事情可以表明，信任和真理必定会激起公众的回

应，这种回应将极大的依赖于他们政府。历史经验表

明，正是公民训练有素的主动性和虔诚等天赋，使英

国有明显的机会形成一个既是社会主义又是自由主义

的社会秩序。因此，拉斯基坚信，“所有的民主主义者
不会无缘无故的是社会主义者，所有的社会主义者也

不必然是民主主义者，只有社会主义和民主的联姻，

才能给两者以全部含义”。[2](239−263) 

 

四 
 

拉斯基不是象牙塔型的学者，而是一个集学者和

活动家于一身的知识分子。他把研究政治与参与政治

紧密地结为一体。他的一生，是把自己的智力、学识

投入政治活动，特别是投入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一生。

他“反对知识分子把自己变成一个在政党委员会房间
填写信封的政党成员”。[13](137)他相信，“在危机时代人
类价值观念的危险是巨大的，知识分子的责任是通过

与群众结成深厚的联盟以寻求使他们梦想和希望可行

而合法来减轻其危险性。知识分子。作为一个中立者

远离危险，甚至给予寡头统治权力帮助，是对自身功

能的最大背叛”。[13](133 )“尤其是在像我们根基震动的
时代，如果知识分子的工作是有创造性的，他们必须

有一种时代紧迫感”。[13](137)正是这种极为重要的时代

紧迫感， 驱使着拉斯基成为理论家、教师和社会主义
运动的一员，也使他拒绝放弃作为知识分子应具有的

责任，就是了解并使他人能够了解我们时代困境的本

质和文明的解决方法。 
作为“在马克思主义与传统的自由主义之间最融

会贯通的一位思想家”，[14](1)拉斯基对社会主义思想的

另一种求索，尽管有时其言辞不免偏颇、判断难免片

面，未能免于歧义和自相矛盾，但是其社会主义思想

无疑顺应了社会进步潮流，抓住了时代发展脉搏，以

独特的视域精心描绘和设想着理想社会的蓝图。其社

会主义蓝图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在于阐明:社会主
义是在经济形态、政治形态和文化形态上力图超越资

本主义的一种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社会

化，无论是对生产资料归属和分配方式变革的判断，

还是对国家职能变迁和人的发展前景的展望，无不体

现着这一本质特征。社会主义目标是确保经济平等、

增进人民福利和追求“自由、平等与博爱”基本价值的
实现。为了实现这些目标，社会主义者必须充分认识

到，社会主义乃民主政治的必然结果，必须珍视民主

的价值，通过坚持民主制度、利用民主制度和把民主

政治推向彻底，以拓展民主的边界和确保公民各项权

利的实现；必须明白以“联治”、“分权”等方式防止“权
力的腐蚀性”，以使权力更好地为公众服务；同时也要
更为清醒地意识到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有多种，社会

主义者应以各自的方式努力为社会主义寻找一条非暴

力的、合法渐进的理性路径。等等。总之，拉斯基社

会主义思想既是对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史的承续、发挥，

同时也是对当时现实的一种回应，是其渐进主义社会

改造观与十月革命以来的激烈的社会历史矛盾运动相

结合的产物，是按照理性原则和用折中主义方法进行

探索与阐释的社会主义思想，适应了当时尤其是二战

后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以至整个社会党国际的政治发

展的需要，为推动社会主义在英国乃至世界的传播作

出重要贡献，也为我们当下乃至今后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提供了某种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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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ther quest: Harold Laski’s socialism thou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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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arold Laski believes that structural defects in capitalist society lie in the fact that state power state power is 
too large and too concentrated, which must compress individual freedom and stifle the overall vitality of society. So 
crisis occurs frequently and social and economic reform is imperative. Political democracy of liberalism would leave 
untouched, and so was private ownership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it is only reflected in the political field, but not 
reflected in the economic field. To uphold principles of freedom, equality, democracy and make them a reality must 
reform the capitalism and establish the socialist society. Laski insists that a socialist society should ensure an 
approximate economic equality between its members. Only ensuring economic equality of the people and promoting 
welfare of that can be gradually socially just on the base of the people’s interests. Laski believes that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is inseparable, and stresses that socialism is an inevitable result of democracy. He considers that democracy 
should be seen as an effective political mechanism in a constitutional state. Democracy means that everyone has the 
equ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ights, the equal opportunities and conditions of meeting his own political demands and 
interests; At the same time the recognition of democratic principles and establishment of democratic system also means 
that people have the power, ability, and conditions of using political means to improve material well-being and 
intervene in economic life. Different roads can be found in the realization of socialism, so socialists should make efforts 
to seek a non-violent, legal, gradual, rational path in different styles. 
Key Words: Laski; socialism; capitalism; demo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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