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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马克思恩格斯的权威思想起源于他们在青年时期对旧权威的反思与批判袁 并在他们领导工人阶
级政党的革命实践中历经理论争鸣和实践探索而逐步形成尧 发展与成熟袁 最终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
容遥 马克思恩格斯深刻阐释了权威的内涵尧 运行尧 作用和时效等重要问题袁 系统勾勒了无产阶级科学权威思
想的深刻内涵遥 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袁 肩负新的历史使命袁 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袁 不断加强与维护党的领导权威袁 扎实推动各项事业创新发展袁 全力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早日实现袁
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历史传承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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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权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重要组成部分遥 马克思恩格斯在曲折往复的实践
和理论探索中袁 科学总结和系统提炼出了权威思
想袁为正确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尧指导工人阶级
政党顽强斗争尧撕碎资本主义虚伪残酷的面纱尧构
想共产主义美好图景贡献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

富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袁 习近平总书
记高举党的权威伟大旗帜袁以野四个意识冶野两个维
护冶野两个善于冶 引领党和国家建设实践以及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征程袁 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权威思
想的继承与创新袁 得到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支持
与拥护遥梳理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权威思想袁是追
本溯源尧 整体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的理
论需要袁更是在新时代维护党的权威尧以科学理论
全面系统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实践

要求遥
一尧 马克思恩格斯权威思想的形

成历程院在理论争鸣与实践探索中逐

渐成熟
权威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学概念袁 但古往

今来在政治学或哲学领域却并未得到与其重要性

相匹配的研究重视度遥 法国哲学家科耶夫坦言院
野奇怪的是袁到目前为止袁权威的问题和概念很少
得到研究遥 冶咱1暂渊P1冤但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运
动的伟大理论和实践探索中对权威问题十分重

视袁他们在 19世纪 40年代到 90年代期间多次对
权威问题进行阐述袁并贯穿其整个革命生涯遥他们
对权威思想的认识从最初的萌芽阶段袁 经过多次
的理论探讨与实践历练逐步走向成熟袁 最终成为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建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

分袁 为马克思恩格斯权威思想的形成发展奠定了
理论基础遥

1. 权威思想的萌芽院青年时代对旧权威的反
思与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青年时代就十分关心政治与社

会问题袁 不仅致力于在理论层面探索最准确的科
学思想袁也在现实社会中为正义呐喊遥他们对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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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尧基于封建和宗教的权威观念进行了深度剖析袁
在反思与批判中逐步形成新权威思想的萌芽遥 这
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对旧的尧 腐朽的权威观念的
批驳主要包括三大方面院

一是对落后的尧 虚假的宗教权威和哲学权威
展开批判遥 马克思恩格斯对旧权威的批判首先展
开于思想领域袁这其中影响最为深远尧最需纠正与
扭转的就是对理性思维和科学观念极力打压的落

后的宗教权威与哲学权威遥马克思早在 1840年就
对哲学权威进行了批评袁他在博士论文叶德谟克利
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曳中袁
引用了大卫窑休谟的话语对普卢塔克把哲学带到
宗教法庭之前的立场进行怒斥院野对哲学来说袁这
当然是一种侮辱院 当它的最高权威本应到处被承
认时袁 人们却迫使它在每一场合为自己的结论作
辩护遥 冶咱2暂渊P189冤他通过对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支持
表达出哲学不应被宗教控制的自由之声袁 发出了
反对旧思想的年轻呐喊袁这些观点在后来的叶德意
志意识形态曳 中得到更深层次体现遥 恩格斯也对
野宗教哲学冶加以批判袁指出虔诚主义的宗教原则
与理性主义具有不可调和性袁嘲讽谢林野把对权威
的信仰尧 感觉的神秘主义和诺斯替教派的幻想偷
偷运进自由的思维科学冶咱3暂渊P218冤袁 在批判旧权威的
同时为解放思想与探索真理开辟道路遥

二是对残酷的尧 以封建统治为代表的旧政治
权威展开批判遥 封建制度下的政治权威残忍剥夺
了人民的民主与自由袁 以世袭王权制与父权制建
立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袁 冷酷专制的封建礼法在
当时成为阻碍历史发展的桎梏遥 青年时代的马克
思恩格斯不仅倡导思想解放袁更关心民生疾苦袁对
封建的权威主义统治大加鞭笞院野哥白尼的宇宙体
系不仅被当时的最高权威宣布为应受谴责袁 而且
实际上也被他们判了罪冶咱2暂渊P349冤袁 这足以体现出封
建社会腐朽的政治权威对民主与科学的无理阻挠

与野蛮镇压遥同样袁封建统治阶级的无理霸道还体
现在经济和司法等其它领域袁他们横征暴敛袁强取
豪夺袁通过地产垄断保护封建权威袁以叶林木盗窃
法曳等严苛重典欺压穷苦百姓遥马克思恩格斯对这
些政治弊病都予以猛烈抨击遥

三是对轻浮的尧 虚伪的社会文化旧权威展开
批判遥 旧的社会文化宣扬低俗尧空洞尧虚伪的文化
观念袁致使文学尧艺术尧宣传等多个领域混乱不堪遥

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这种陈旧迂腐的社会文

化袁提倡开放多元尧公正客观的艺术和新闻观遥 恩
格斯在叶现代文学生活曳中赞扬大卫的艺术形象袁
认为野他没有使自己的理性过分屈从于权威袁以致
使它失去弹性冶咱3暂渊P67冤遥马克思与普鲁士书报检查令
顽强斗争袁抨击叶科伦日报曳等普鲁士野官报冶发布
虚假尧空洞的文章误导舆论和民众袁目的则是维护
自身的阶级统治和利益遥 马克思尧 恩格斯始终以
野战斗者冶的姿态与服务于旧社会的文化权威进行
不懈抗争遥

2. 权威思想的发展院共产主义者同盟时期对
权威的探索

1847年开始袁马克思和恩格斯着手进行组建
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活动袁他们希望实现野在整体
上把欧洲无产阶级尤其是德国无产阶级阶级争取

过来冶咱4暂渊P142冤这个目标任务遥 马克思恩格斯于 1847
年初受邀加入正义者同盟并于同年将同盟改组为

野共产主义者同盟冶袁 标志着世界上第一个以科学
社会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正式建立遥 在指
导共产主义者同盟各项事业的过程中袁 马克思恩
格斯高度重视权威思想在党的组织尧党的建设尧党
的决策等各方面的作用袁 在实践中形成了内容丰
富的尧科学的权威思想遥

一是以正确的思想权威为引领袁 厘清错误思
潮袁制定科学的纲领制度遥共产主义者同盟改组初
期袁同盟内包含着多种混杂不清的工人运动思潮遥
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到袁 只有用科学理论树立正确
的思想权威袁 才能把无产阶级政党的一切活动纳
入正确的轨道遥 因此袁马克思恩格斯与魏特林尧蒲
鲁东等人的错误思想直接交锋袁 在同盟中大力宣
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遥在多番论战中袁他们的科学
的理论为大多数盟员所接受遥在此基础上袁马克思
恩格斯写下叶共产党宣言曳这一无产阶级政党的纲
领性文件袁明确了党的原则与策略袁指明了无产阶
级革命的方向和道路袁 揭示了共产主义运动必将
胜利的科学规律遥 其中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权
威凝聚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全体盟员遥

二是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反动势力进

行勇敢斗争袁 在批判和反抗落后权威的过程中发
展正确的无产阶级权威思想遥 共产主义者同盟建
立后袁 先后经历了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的轮番打
压遥 在 1848年欧洲革命风暴中袁马克思恩格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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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资产阶级建立一种更为进步的政治权威代替封

建权威袁从而为无产阶级推进共产主义运动创造有
利条件遥 然而资产阶级在革命胜利后将矛头对准
无产阶级袁野留着鲜血冶 的资本为了攫取剩余价值
而不顾无产者的死活袁 新型的资本主义权威造就
了新的恐怖统治袁野在行政权面前袁 国民完全放弃
了自己的意志袁而服从于他人意志的指挥袁服从于
权威遥 冶咱5暂渊P759冤马克思恩格斯带领政党与封建主义尧
资本主义的反动权威进行顽强抗争袁 他们与各国
革命分子密切合作袁 牢牢掌握工人阶级革命领导
权袁时刻找寻时机进行暴力革命袁在与强大反动权
威的抗争中坚决树立与维护无产阶级政治权威遥

三是牢牢把握党的政治方向袁 与错误冒进的
路线划清界限袁维护党的正确领导权威袁保证党的
生存和长久发展遥共产主义运动历经曲折袁无产阶
级内部逐渐出现分歧袁 马克思恩格斯为了维护党
的权威和合理路线袁 在同盟内部坚持斗争遥 在
1849年欧洲革命受挫之际袁 同盟也受到冲击袁组
织结构趋于零散袁马克思恩格斯对布龙尧叔尔茨尧
司徒卢威尧济格尔尧波尔恩尧哥特沙克等人的冒进
及分裂行为进行惩治与批判袁极力捍卫党的权威遥
而面对同盟最大的野宗得崩德冶要要要维利希-沙佩
尔集团袁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劝解无果的情况下袁
为了坚守党的正确方向和合理路线袁 毅然与冒进
派分道扬镳袁 以保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火
种遥不过袁同盟的分裂让马克思恩格斯更加意识到
维护党领导权威的重要性袁 为他们在后来的共产
主义运动实践中愈加重视权威尧 从而形成系统稳
固的权威思想体系提供宝贵的革命经验遥

3. 权威思想的成型院国际工人协会时期的权
威论战

在共产主义者同盟解散后袁 马克思恩格斯有
十余年未参与无产阶级政党活动袁 但他们从未中
断对资本主义现实矛盾和世界局势的关注与思

考袁时刻心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袁认真分析
与探索关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权威理论遥 在世
界范围内的工人运动再次掀起高潮之际袁 马克思
恩格斯决定重新引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袁 并参与
组建了国际工人协会 渊亦称 野第一国际冶 或 野国
际冶冤遥 在引领野国际冶的曲折历程中袁马克思恩格
斯面临诸多挫折袁尤其遭遇蒲鲁东尧巴枯宁等人为
代表的野权威挑战冶遥在与这些错误思潮的论战中袁

马克思恩格斯系统阐明了科学的无产阶级权威思

想袁并使其趋于成型遥 具体表现为院
一是与无政府主义和政治冷淡主义坚决对

抗袁坚守工人运动和工人政党的政治权威遥野国际冶
成立之初就受到各国工人运动思潮的负面影响袁
在马克思以坚持原则和灵活妥协相结合的方式订

立党的纲领与章程尧 将各国工人党派团结起来之
后袁错误的思潮依旧在野国际冶中发芽遥法国蒲鲁东
派秉持保守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袁 鼓吹无
政府主义曰英国工联派抵制阶级斗争袁主张以温和
的改良措施代替政治斗争袁这些思想在野国际冶引
起巨大动荡袁 极大危害了党和整个运动的政治权
威遥 马克思恩格斯毅然地同无政府主义和政治冷
淡主义作斗争袁在 1865-1869年的五届代表大会
上袁他们与蒲鲁东派正面交锋袁阐明野国际冶在政
治尧经济尧社会一系列方面的斗争成果袁表明捍卫
工人政治权威的重要性曰在叶政治冷淡主义曳一文
中袁 马克思直言政治冷淡主义只会保护资产阶级
的自由而使工人运动遭殃袁 必须把政治斗争作为
抵抗资产阶级的一种手段遥

二是与分裂势力和野心家作顽强斗争袁 捍卫
党的领导和组织权威遥 马克思恩格斯在野国际冶期
间遭遇的最大危机来自于无政府主义野心家巴枯

宁的分裂阴谋遥 巴枯宁叫嚣以马克思为首的总委
员会实行野权威主义的共产主义冶咱6暂渊P360冤袁污蔑总委
员会试图将野国际冶变为自己独裁的后花园遥 马克
思恩格斯看穿巴枯宁的阴谋袁指出他的野无政府主
义集体主义冶的本质无非是企图自立门户尧自成权
威遥 在与巴枯宁及其党羽长达 7年的论战和斗争
中袁马克思恩格斯详细阐述了权威的重要作用袁深
刻指出政党和革命运动离不开权威的领导与组

织袁就如机器的运转尧船舶的航行一般袁联合的活
动不能缺少权威遥总委员会的观点得到党内拥护袁
巴枯宁的阴谋最后以失败告终遥

三是阐明无产阶级的权威观念袁 指出权威的
阶级性与历史性遥在与蒲鲁东尧巴枯宁等人的交锋
中袁马克思恩格斯的权威思想逐渐成型遥恩格斯在
叶论权威曳中对权威内涵的阐释野把技术性的方法
运用得登峰造极冶咱7暂渊P19冤袁深刻分析了权威的基本概
念和运行方式袁 并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揭示出权
威的阶级性和历史性袁创造性地指出野政治权威必
将消亡冶的历史规律袁为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尧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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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主义过渡及建设等多个深层次问题提供了理论

指导袁具有极为深远的实践价值遥
4. 权威思想的成熟院恩格斯晚年的权威坚守
野国际冶解体后袁马克思对巴枯宁等人的权威

批判逐渐减少袁 但始终对各国工人阶级政党给予
无私指导袁并且将学术研究领域扩展到人类学尧世
界历史等更多方面遥马克思逝世后袁恩格斯担负起
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使命袁 对第二国际和德
国工人党进行悉心指导袁 以科学严谨的态度传播
与推进马克思主义袁 也在不断的坚守和斗争中推
动他们的权威思想从而最终走向成熟遥

一是与党内反动野权威冶大力斗争袁维护马克
思主义在党内的思想权威地位遥 拉萨尔主义流入
德国工人党内部以来袁党的理论受到较大破坏袁科
学社会主义的指导地位被严重威胁遥此时袁欧根窑
杜林等所谓野理论权威冶开始在党内招摇撞骗袁企
图以混乱的思想笼络人心袁 以宗派观念破坏党的
权威遥恩格斯对杜林勇敢宣战袁直接指出院野杜林先
生噎噎对直到现在仍然独立于法律权威罗马法之
外而向前发展的噎噎英吉利法袁也同样无知冶咱8暂渊P121冤遥
他批判了杜林把普鲁士容克们的地租理论奉若权

威的迂腐反动思想袁 揭露了杜林的虚假权威理论
及其为旧势力服务的本质遥在叶反杜林论曳中袁恩格
斯深刻细致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的

科学内涵袁在党内严厉抵制杜林分子的无理攻击袁
坚决维护马克思主义在党内的思想权威地位遥

二是持续批判党内机会主义路线袁 守卫工人
阶级在运动中的绝对领导权威遥 1890年后袁德国
政治形势发生新变化袁工人运动面临新的抉择袁此
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两股机会主义势力同时攻

击马克思主义袁企图以改良的尧投降的机会主义主
张代替阶级斗争学说袁 工人阶级在运动中的领导
权威岌岌可危遥 恩格斯先后发表叶哥达纲领批判曳
叶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曳等檄文袁对机
会主义进行严厉痛斥袁 告诫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放
弃向资产阶级投机的幻想袁 明确工人的解放是工
人自己的事袁 掌握工人阶级绝对领导权威是生死
攸关的重大问题遥

三是坚持捍卫党的革命权威袁 坚决不放弃无
产阶级革命的手段和权利遥 叶反社会党人法曳被废
止后袁 恩格斯依据形势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出了
议会票选的合法斗争策略袁 但他的主张遭到众多

歪曲与误读袁 党内机会主义者联合资产阶级反动
派趁机污蔑恩格斯以议会主义放弃阶级斗争袁抹
黑其革命导师形象遥 实际上袁恩格斯早就阐释过院
野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遥 冶咱9暂渊P277冤作为受过
无数革命战争洗礼的野将军冶袁恩格斯深刻了解革
命对于无产阶级的极端重要性院野须知革命权是唯
一的真正耶历史权利爷要要要是所有现代国家无一例

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遥 冶咱10暂渊P395冤他
从未放弃阶级斗争这一革命手段和革命权利袁临
终前仍表示院野我认为袁 如果你们宣扬绝对放弃暴
力行为袁 是捞不到一点好处的遥 没有人会相信这
一点袁 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会走得这
么远袁 竟然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这一权
利遥 冶咱10暂渊P659冤恩格斯的一生都以革命者的姿态坚守
和维护无产阶级的革命权威袁 在晚年时期他与马
克思的权威思想走向了成熟袁 成为马克思主义理
论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遥
二尧 马克思恩格斯权威思想的主

要内容院实现无产阶级蓝图的科学新
权威

马克思恩格斯在艰苦卓绝的革命历程中形成

的科学权威思想袁 批判性地继承了传统政治学界
关于权威思想的合理内核袁 摆脱与剔除了封建主
义与资本主义的思想糟粕遥 他们既立足于无产阶
级政党和革命的切实需要袁 又放眼于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的宏伟蓝图袁从权威的概念尧运行尧作用和
时效等方面袁多角度尧系统性地阐述了科学的权威
观点袁形成独具一格的权威思想袁丰富和发展了马
克思主义理论遥

1. 权威的概念院权威是野一定的权威冶与野一
定的服从冶咱9暂渊P276冤的结合

在权威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哲学家科耶夫指

出院野如果不知道权威本身是什么袁 那么显然不可
能讨论国家的政权和结构本身遥 冶咱1暂渊P1冤马克思恩格
斯深谙政治理论研究之道袁 在理论争鸣和实践探
索中逐渐深化对权威的认识袁 即权威应是一定的
权力与一定的服从的结合与统一遥

第一袁 权威必然包括一定的权力与一定的服
从袁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中达到对立统一遥对于权威
的定义袁恩格斯直言院野这里所说的权威袁是指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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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曰另一方面袁权威又是以服从
为前提的遥 冶咱9暂渊P274冤这表明权威的实施主体必然是
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力作用袁 而接受权力的客体需
要表现出自下而上的服从袁 在权力与服从的对立
统一中形成的平衡状态就是权威遥 在实际政治生
活中袁 自上而下的权力时常展现为以国家机器为
主的暴力手段袁 如汉娜窑阿伦特所言院野马基雅弗
利尧 霍布斯噎噎经常把暴力与权力混淆起来袁 但
是对 20 世纪以前的政治思想几乎没有产生影
响遥 冶咱11暂渊P85冤但这种暴力式权威只能作为防止人们
背离法的野必要的恶冶而存在袁很容易使权威陷入
专制尧独裁尧暴政的境地袁在政治生活中背离行使
权力的初衷袁遭到人民的反对和抵制遥而马克思恩
格斯强调权威的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原则袁 反对一
味的权力压迫袁 反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旧权
威遥

第二袁真正的科学的权威必须是野被自愿承认
的权威冶咱12暂渊P40冤袁 使人们自愿接受领导尧 管理与组
织遥 在野国际冶期间与巴枯宁等分裂分子斗争的过
程中袁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总委员会所拥有的权威
是被自愿拥护的袁 因为 野如果没有道义上的 耶权
威爷袁要执行决议是很困难的遥 冶咱12暂渊P40冤这种纯粹道
义上的权威被马克思恩格斯认可与推崇袁 总委员
会没有军队尧没有预算尧也没有官僚机构和警察组
织这些国家机器袁 凭借无产阶级领导者的革命热
情与共产主义信念运转整个组织袁 并执行通过民
主表决而得出的决议袁 这种权威克服了反动旧权
威的暴力性和无理性袁体现了民主的科学的力量袁
野它只具有道义的力量袁 如果你们使它失掉权力袁
那么你们自己只会成为虚假的力量遥 冶咱13暂渊P713冤

第三袁无产阶级的权威不是野权威主义冶袁与民
主尧法治等观念并不矛盾遥巴枯宁等人多次诟病总
委员会实行所谓的野权威主义冶与野权威原则冶袁在
他们看来袁野任何先例都是资产阶级的和权威的破
烂货袁 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所不取遥 冶咱14暂渊P339冤

事实上袁野国际冶 的无产阶级权威不是强调集权与
强权的野权威主义冶袁而是依照共同章程和组织条
例尧代表大会的决议依法行使自身权力曰各支部并
非毫无自主性袁 它们都具有提议与反馈的权利和
自由袁野这种权威是自愿授予的遥 冶咱14暂渊P391冤巴枯宁一
直高呼野自治权冶的目的无非是企图自立权威袁将
一切力量集中到自己手中而已遥

2. 权威的运行院 革命是 野天下最权威的东
西冶咱9暂渊P277冤

要使无产阶级的权威思想为无产阶级的解放

运动服务袁 满足构建共产主义宏伟蓝图的内在要
求袁 关键在于权威的实践运行遥 对于如何行使权
威袁 恩格斯明确指出院野我不知道什么东西能比革
命更有权威了噎噎就像在一切革命中所做的那样
噎噎这就是在行使权威遥冶咱10暂渊P500冤因此袁如何坚定党
和整个运动中的革命权威成为马克思恩格斯关注

和思考的重要问题遥 无产阶级权威思想科学有效
地运行袁离不开对无产阶级革命准确的把握遥这就
要求整个无产阶级牢固树立革命的权威地位袁毫
不动摇地以理论思维和实践斗争推动无产阶级革

命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遥
第一袁革命在人类发展历史上一直是最权威尧

最进步的力量袁是打破旧制度尧推动历史发展的重
要武器袁 在任何时期都务必坚持与把握革命的权
利遥 马克思恩格斯十分推崇法国大革命的反抗与
开创精神袁 在无产阶级革命的路径探索中多次借
鉴 1789年革命的经验遥恩格斯指出院野在法国为行
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袁
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遥噎噎宗教尧自然观尧社会尧国
家制度袁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遥 冶咱9暂渊P775冤马克
思恩格斯对当时法国革命者不迷信旧权威尧 以理
性主义批判一切的先进思想赞赏有加袁 认为无产
阶级革命同样要有敢于向落后腐朽权威开战的勇

气袁 以革命开拓者的气度与胆识在新的历史阶段
推动历史向前发展袁 书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崭新
篇章遥

第二袁革命是阶级斗争的重要武器袁是推翻封
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腐朽权威的必要手段遥 马克思
恩格斯在指导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实践中多次阐

释了暴力革命对推翻旧制度尧旧权威的意义袁这一
主张在 1848年欧洲革命浪潮中尤其强烈遥法国二
月革命的胜利让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的革命

权威十分重视袁认为解放整个阶级的目标野只有用
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冶咱5暂渊P435冤曰
面对匈牙利和意大利等国家的封建当局的叛变和

怯懦袁马克思提出只能运用野革命冶这一斗争手段
加以反抗遥 在同封建反动势力和资产阶级长久斗
争的过程中袁 他们逐渐丰富和发展了不断革命和
暴力的革命理论遥需要注意的是袁马克思恩格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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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以炸弹和枪弹将自身意志强加于人的 野以暴制
暴冶式革命策略只用于推翻腐朽落后的旧权威袁是
针对敌人使用的专政手段袁 而不是压迫苦难阶级
的专制工具袁这是理解革命权威的关键点遥

第三袁 在无产阶级革命尚未胜利之时必须保
有革命的权威袁 用以持续推进共产主义社会的实
现遥巴枯宁尧蒲鲁东等人的无政府主义反对一切形
式的权威袁 尤其要求在产生政治国家的社会条件
尚未被消灭之前就一举废除权威袁 使社会进入无
政府的野自治冶状态遥 马克思恩格斯对这种空想和
反动的思想予以严厉批评袁 认为权威在一定历史
阶段是必然存在的袁 而革命则是争取和巩固权威
的最权威手段袁 即使取得胜利的政党也必须依靠
武力震慑和消灭残余的反动势力袁 从而维护革命
成果遥他们援引了巴黎公社的经验与教训院公社正
是因为运用武装人民这个革命权威而成功袁 也是
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而最终失败遥所以袁放弃革命
权威就等于野背叛了无产阶级运动冶遥 咱9暂渊P277冤

3. 权威的作用院组织联合的活动野是靠权威
来解决的冶咱9暂渊P275冤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策略

中袁最重要的就是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袁为了
共同的目标而不懈奋斗遥联合尧组织与团结无产阶
级的全部力量是革命的前提与基础袁野把我们的一
切力量捏在一起冶咱10暂渊P500冤 形成强大的战斗合力袁是
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关键遥 而实现这个革命基础
的重要抓手就是坚定地运用权威袁野没有这种统一
的和指导性的意志袁 要进行任何合作都是不可能
的冶咱14暂渊P368冤袁 权威的组织与调动在其中发挥重要作
用遥

第一袁运用权威组织有效的革命力量袁指引党
和运动的革命方向袁调动整个阶级的革命热情袁不
仅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客观要求袁 也是无产阶级的
主观需要遥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年代袁正是资本主
义高速发展的野黄金时代冶袁资产阶级力量愈发强
大尧 实力强劲袁 无产阶级的斗争道路愈发曲折艰
难遥 在如此严酷的斗争环境中袁以统一的尧有号召
力的权威领导尧团结尧组织和调动无产阶级的革命
力量袁凝聚最坚定的共产主义战斗信念袁采取最有
效的阶级斗争手段袁 在这场漫长战役中显得十分
必要遥同时袁无产阶级已经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登
上历史舞台袁亟需科学理论的指导与引领袁以统一

的权威思想组织和联合阶级活动是无产阶级自身

的呼唤袁有利于指引革命运动的正确方向遥
第二袁 要始终把无产阶级政党作为共产主义

运动的组织核心袁 承认其在革命斗争中的权威地
位袁否则整个运动将自乱阵脚袁分散力量袁失去灵
魂遥面对巴枯宁等分裂势力对野国际冶权威的质疑袁
马克思记录下党内的支持声音院野我们认为必须使
性格和智慧的权威在我们为之而奋斗的那个社会

中也得到承认遥但更重要和更必须的袁是尊敬我们
正在进行的斗争中的这种权威冶咱13暂渊P596冤袁强调了野国
际冶 作为被广大无产阶级自愿服从的权威对于组
织和联合活动的重要意义遥而作为野国际冶代表的袁
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领导作用的无

产阶级政党更加肩负着为整个运动谋划路线的重

大任务袁是不可或缺的举旗者和领路人遥它没有任
何自身的特殊利益袁 存在的目的就是为实现共产
主义事业而奋斗袁它的权威是真正为社会造福尧为
历史负责尧为人民服务的权威袁是为人尊敬且信服
的遥放弃这种权威只会走向另一个极端袁从而严重
损害无产阶级的力量袁 让共产主义运动堕入失败
的深渊遥

第三袁 权威的组织功能与个体发挥自身革命
特点并不冲突袁 应使权威指导与个体灵活性相结
合袁使一切个体的力量团结起来袁共同推动党的事
业迈向更高阶段遥在资本主义日益强大的形势下袁
无产阶级更加需要组织成为一个联合的尧 有计划
的尧组织严密的团体用以取代各个人的独立活动袁
野无论在哪一种场合袁都要碰到一个显而易见的权
威遥 冶咱9暂渊P276冤但这种联合的活动并不否认个体的能
动作用袁 它需要每个革命者都在统一的权威引领
下发挥出自身的最大能量袁 在正确的指挥中完成
独立的任务使命遥 正如工业生产活动需要每个环
节的有序运作袁 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也需要在科学
权威统领下的每个无产者的无私奋斗袁 从而形成
推动历史发展进步的伟大合力袁使野星星之火冶凝
聚成气势磅礴的野燎原之势冶遥

4. 权威的时效院权威的应用范围野随着社会
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冶咱9暂渊P277冤

对于权威的时效性与延续性袁 不同学者存在
不同观点遥托马斯主义哲学家耶夫窑西蒙将权威视
为基于人的自然存在袁 认为政治权威永远不会消
亡遥 马克思恩格斯则以共产主义为人类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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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终极目标袁超越西方政治哲学的范畴体系袁得出
权威的应用随着不同时代发展而演变袁 最终会因
阶级和阶级对立的消失而消亡的理论袁 既深化与
延展了政治国家学说袁 也为切实推进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构想提供了实践路径遥

第一袁权威具有历史性遥不同历史时期需要不
同的尧与当时社会发展条件相适应的权威思想袁腐
朽的权威思想必然被科学进步的权威思想所取

代遥 唯物史观认为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袁重大
的经济社会变革必然引领与之发展相适应的政治

体制重大变革袁权威渊尤其是政治权威冤必须改造
腐朽落后的运行方式袁与新的发展时期相适应袁才
能成为推动社会不断发展的动力遥 马克思恩格斯
对封建和资产阶级旧权威严加批判袁 就是因为这
些旧权威具有阻碍社会发展的诸多弊端袁 它们拒
绝理性思辩尧反对民主政治尧压制平等呼声尧剥削
穷苦人民袁 已不再适用于新的更先进的生产力发
展遥因此袁必须坚决抛弃君主权威尧宗教权威尧父系
权威尧官僚权威和资本权威袁树立有助于社会进步
和人民幸福的新权威袁 正如马克思所说院野工人阶
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袁 并运用它来
达到自己的目的遥 冶咱9暂渊P95冤

第二袁权威具有阶级性遥这是统治阶级国家机
器的外化表现袁 不同的统治阶级都会利用自己的
政治权威维护自身的阶级利益和要求遥 马克思恩
格斯认为袁 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
的历史袁 阶级斗争在推动历史发展的同时也悄然
推动权威的阶级属性转变遥 封建阶级的权威维护
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尧经济结构和文化传统袁
以世袭王权和封建宗法礼教压榨人民袁 阻碍自由
与理性的发展曰 资产阶级的权威执行以资本家利
益为核心的虚伪民主制袁以金钱政治尧金融垄断尧
庸俗文化等控制和剥削底层民众袁 使人们逐渐异
化为资本的奴隶遥 不同于旧权威模式的专制性或
压迫性袁无产阶级作为最先进尧最革命的阶级袁作
为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尧 始终代表最广
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阶级袁 其权威必然最具科学性
和民主性袁 而在无产阶级权威领导下的共产主义
革命运动也必然是真正为人类谋解放尧 为世界谋
幸福的沧桑正道遥

第三袁 权威的政治性质终会消亡袁 只存有管
理尧分配功能的社会性质遥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袁权

威的应用范围会随着社会发展而改变袁 在政治国
家存在的各种社会条件被改造及消失之前袁 政治
权威会一直存在曰 只有在物质积累达到一定程度
而未来真正的社会革命到来之时袁 政治权威才会
消失袁此时野公共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袁而变为
维护真正社会利益的简单管理职能遥 冶咱9暂渊P277冤因此袁
无产阶级在革命胜利后袁 要充分利用自己的政治
权威改造旧社会尧创建新社会袁进一步发展和提高
生产力袁不断丰富积累物质资源袁提升人们的精神
素质袁在经历一段过渡时期后袁政治权威终会随着
阶级和国家的消亡而消失遥在共产主义社会袁阶级
和阶级对立不复存在袁没有剥削和压迫袁人人自由
而平等袁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
的条件袁在这样真正的野大同冶世界里袁政治权威已
无野用武之地冶袁人类与世界获得终极的和谐与解
放遥
三尧结语
当今时代风起云涌袁变幻万千袁虽已过了马克

思恩格斯进行革命斗争的峥嵘岁月袁野但从世界社
会主义 500年的大视野来看袁 我们依然处在马克
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冶咱15暂渊P66冤袁 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依然闪烁蓬勃的真理光辉袁 马克思恩格斯
权威思想仍旧能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贡献智慧袁提供思想启迪遥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以
坚强有力的党中央权威统领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持

续发展袁为国家与民族的全面复兴谋篇布局袁为人
民群众的幸福生活持续奋斗袁 为世界范围的繁荣
与和平凝心聚力遥 这些权威举措既是对马克思恩
格斯权威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袁 又是对当今时代审
时度势的科学选择袁 凝聚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理政的精髓袁 使真理在
新时代散发耀眼的野启迪之光冶遥

第一袁 马克思恩格斯权威思想有助于加强党
的领导遥在诸多种类的权威之中袁政治权威永远居
于最重要的地位曰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历程中袁无产
阶级政党的权威始终是最有决定性的权威遥 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袁在这关键的历史节点袁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袁 捍卫党在各项事业中的统领
地位袁 以党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推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不断前进显得极为重要遥 一是马克思恩
格斯多次指出袁 政治权威在当前历史时期对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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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具有巨大的推动和引领作用袁在革命胜利后袁
工人阶级执政党必须以自身领导权威巩固革命成

果袁向新的发展目标继续前行遥回顾尧总结尧发展马
克思恩格斯权威思想袁 有助于维护党中央权威和
集中统一领导袁积极树立野四个意识冶袁确保党的领
导权威地位袁 使党始终在社会主义各项事业中统
领全局尧 协调各方遥 二是维护党和领袖权威是马
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要内容袁野一个单独的提琴
手是自己指挥自己袁 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
挥冶咱17暂渊P384冤遥 马克思恩格斯在指导工人运动尧 创建
工人政党的过程中始终强调树立一个核心对于全

部行动的重要性袁野两个维护冶 原则是对经典权威
思想的优秀延续遥 三是马克思恩格斯重视权威与
自治的辩证关系袁认为二者并不冲突袁反对野把权
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袁 而把自治原则说成
是绝对好的东西遥 冶咱9暂渊P276冤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积
极处理集中与民主的关系袁以野两个善于冶坚持和
运用好民主集中制原则袁 在对立统一中把握科学
的权威治理理念遥

第二袁 马克思恩格斯权威思想有助于增进人
民福祉遥 无产阶级政党的目标永远是为实现共产
主义而奋斗袁 宗旨始终是代表无产阶级的根本利
益遥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执政党尧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袁 必然秉持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宗旨袁 为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而不懈努
力遥一是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指出袁党的权威是为人
民群众所拥护的野道义权威冶袁它的获取具有正当
性袁执行具有合理性袁它取之于民尧必将用之于民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切关注人民福

祉袁以人民的幸福感尧满足感尧获得感为一切工作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施和执
行党的领导袁将人民放在野阅卷人冶的至高地位袁正
是对科学权威思想的最好遵从遥 二是马克思恩格
斯指出联合的活动需要权威的组织带动袁 以权威
的向心力凝聚广大力量能够更好发挥人民群众的

首创精神和创造热情袁 使人民主动投身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大潮遥 党的权威不仅体现为不容置
疑的领导作用袁也体现为一种凝聚力量袁即权威对
人民力量的组织与调动作用袁 只有党心民心共同
凝聚起来袁才能推动伟大梦想的实现遥三是马克思

恩格斯的权威思想与党的群众路线互相契合袁足
以保持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袁 深入探索符合中国
国情的新型政治制度袁将以人民为中心落到实处遥
中国共产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袁必
须将这个原则贯穿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党的全部

工作中遥 践行群众路线尧把握群众观点尧站稳群众
立场袁切实以人民为中心治国施政袁彰显党的权威
的人民属性遥

第三袁 马克思恩格斯权威思想有助于扎实推
进改革遥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时期袁权威是组织革
命力量最有效的野集结号冶遥 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
革的历史大潮中袁 要充分发挥权威对改革发展各
项事业的统领地位和组织功能袁 并推动科学的权
威思想迈向世界袁 促进世界各国的联合发展与共
同进步遥 一是秉持马克思恩格斯党的权威思想理
论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袁不断加强与完善党
的领导袁 以党的权威不断引领和推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走向伟大胜利遥 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面临着新局面尧新任务尧新挑战袁要更加坚决维
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袁自觉增强野四个意
识冶袁坚定树立野四个自信冶袁集中和团结一切力量
向更宏伟的目标迈进袁 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
出更强大的优势和生命力遥 二是马克思恩格斯指
出统筹与协作野是靠权威来解决的冶咱9暂渊P275冤袁必须协
调推进野五位一体冶总体布局和野四个全面冶战略布
局袁持续推进新时代改革开放发展袁实现各项事业
的全面繁荣振兴遥 在新时代袁改革进入深水区尧攻
坚期袁 改革力度将进一步加大尧 范围将进一步扩
展袁必须牢牢把握权威导向袁切实发挥权威的组织
功能袁促进改革的系统性尧整体性尧协同性发展遥三
是以马克思主义权威思想推动全球治理发展袁不
断扩展开放力度与步伐袁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袁推进野一带一路冶建设袁在合作共赢中促进中国
与世界的繁荣发展遥 中国的改革与发展离不开世
界袁世界的繁荣与发展也需要中国推动袁党和国家
愿意同世界共享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袁 以科学权
威思想塑造与引领人类文明新篇章袁 用更加开放
包容的胸怀拥抱大同世界袁 为全人类的共同幸福
贡献中华民族的铿锵力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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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 and Engels爷 Thought on Authority
LIN Ao

渊School of Marxism,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China冤
粤遭泽贼则葬糟贼院Marx and Engels爷 thought on authority, originated from their reflection and criticism of the old
authority in their youth, was gradually formed and developed through theoretical debates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s in the revolutionary practice袁eventually became the classic thought and important content of
Marxism. Marx and Engels have explained in detail the important issues of authority, such as the
connotation, operation, function and timeliness of authority袁the profound connotation of the authority of the
proletariat in particular. In the new era袁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with Xi Jinping at the core, standing at
new historical starting point袁shoulder new historical mission, strengthen and maintain the party爷s leading
authority continuously爷 adhere to the people -centered concept,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undertakings and causes袁struggle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which
reflects the historical inheritance of Marxist classic theory.
运藻赠 憎燥则凿泽院Marx and Engels曰thought on authority曰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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