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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法兰西内战»研究述评

莫岳云,王晓真
(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州５１０６４１)

　　摘　要:«法兰西内战»是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术界对这一著作研究的热度逐渐升

温.已有的研究成果从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人民民主思想、社会公仆思想和廉价政府思想五

个方面揭示了这一光辉篇章的主要内容及其当代价值.但是,相关研究还存在着内容研究的不均衡、同质化趋势严

重和研究领域狭窄等问题.未来研究应当着眼于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四个全面”战

略实现,拓宽研究内容,扩展研究视角,丰富研究成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理论借鉴.

关键词:法兰西内战;巴黎公社;人民民主;社会公仆;廉价政府

中图分类号:A８１１．２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Ｇ３８５１(２０１８)０８Ｇ０４１６Ｇ０８

　　«法兰西内战»是马克思于１８７１年在总结巴黎

公社经验教训基础上写就的重要著作,在无产阶级

革命运动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和价值.它叙述了普

法战争给法国政局带来的变化,分析了巴黎公社产

生的历史条件,批判了资产阶级政府的反动本质与

丑恶行径,总结了巴黎公社对待资产阶级国家机器

的经验,深刻阐述了巴黎公社作为新型国家雏形的

基本特征,展现了巴黎公社政治体制的组织原则和

公社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采取的措施,高度

赞扬人民群众的历史首创精神,阐明了巴黎公社的

伟大意义.就这篇著作的历史价值而言,学界大都

认为,其重要性仅次于«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
在巴黎公社失败后的第三天,马克思就在第一国际

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了«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

言»,即«法兰西内战»的定稿文本.这一著作很快被

译成了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等十余种语

言文字,在欧洲各国和美国传播开来.在中国,自陈

独秀于１９２２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马克思学说»
一文中对«法兰西内战»部分内容进行引译,到１９３８
年１１月由吴黎平和刘云(即张闻天)合译出版«法兰

西内战»,再到改革开放后重新出版,这一著作已在

中国传播了数十年,伴随着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事

业的胜利行进,它依旧散发着真理的光芒.
国内学者对«法兰西内战»的研究始于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对中国知网的检索结果显示:改革开放以

前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不超过１０篇,改革开放以来

相关研究逐渐加温,已发表相关论文１００余篇.改

革开放前,研究成果集中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

与无产阶级专政方面;改革开放后,这一著作中的人

民民主思想、廉价政府思想、社会公仆思想、权力配

置思想等方面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研究的内容也

与时代紧密契合.具体说来,相关研究成果集中在

几个方面:关于巴黎公社经验教训的研究;关于无产

阶级专政思想的研究;关于人民民主思想的研究;关
于社会公仆思想的研究;关于廉价政府思想的研究

等.本文拟从上述五方面对国内学界的研究成果做

一梳理,系统分析国内对«法兰西内战»研究的状况,
展示已取得的成果,揭示存在的不足,并为进一步深

化这一著作的研究提供明晰的思路.

一、关于巴黎公社经验教训的研究

１８７０年,普法战争爆发,法国在战争中惨遭失

败.资产阶级的阶级压迫和民族投降政策激起了广

大群众的不满.１８７１年３月１８日,巴黎工人发动



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革命

政权;３月２８日巴黎公社宣告成立.梯也尔政府与

普鲁士军队相互勾结,对公社成员进行大肆屠杀,最
终导致巴黎公社的失败.虽然巴黎公社仅仅存在

７２天,但是它所进行的伟大尝试,为无产阶级建立

新型国家政权留下了很多宝贵的经验教训.马克思

在«法兰西内战»中对巴黎工人的“冲天创举”予以高

度评价,并深刻地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国

内学术界对«法兰西内战»中关于巴黎公社经验教训

的研究和梳理主要集中于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必须建立起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的、内部团

结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领导核心.秦正为[１]认

为,巴黎公社在构建自己的制度体系过程中没有建

立起稳固有力的领导核心,过于重视民主,每个代表

都自作主张,根据自己的职权发号施令,而且巴黎公

社内部始终没有统一,存在严重的派系内争.陈明

凡[２]引用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导言中对公社委员

会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的批评,指出巴黎公社失败

的根本原因是革命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尤其是缺

乏一个坚强的、团结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
二是必须建立起巩固的工农联盟,争取农民的

支持.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革命运动最可靠的同盟

军,无产阶级只有充分地动员农民参与革命斗争,得
到农民群众的支持,才能有效地应对各种反动势力,
扩大革命形势.文采[３]认为公社没有采取果敢的有

力措施,也没有足够时间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壮大革

命队伍,增强革命力量,致使当凡尔赛反革命势力发

动军队武装对巴黎公社进行反攻时,公社陷于孤立

无援,势单力薄,遭致失败的厄运.赵小飞[４]指出,
忽视成立革命同盟军是巴黎公社运动失败的必然原

因之一,由于公社领导者缺乏对农民问题的相对了

解,再加上军队各方面的镇压、阻挠和外界对广大农

民阶级进行的虚假宣传,造成工人阶级不能果敢地

联合农民阶级进行反抗和斗争,而是靠工人阶级自

己单薄的力量与梯也尔反动政府和普鲁士的联合军

队进行抗争,势必导致失败.
三是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部队,把革

命进行到底,并坚持革命中军事至上和军事策略性

原则.吴盼等[５]认为无产阶级掌握革命武装是取得

革命胜利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巴黎的

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够推翻梯也尔政府等资产阶级的

专制统治,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就是因为无

产阶级在革命中拥有并掌握了一支３０万人的国民

自卫军.关勋夏[６]认为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在法

兰西内战中取得重要历史功绩的同时,也犯下了严

重的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错误.一方面,中央委员会

没有在战争结束后乘胜追击,而是停止进攻,观望等

待,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卷土重来;另一方面,中央

委员会过早地放弃了属于自己的权力,并把权力交

给了公社,严重违背了内战中革命军事至上和军事

策略性原则,致使革命失去了宝贵的时机.
四是必须废除资产阶级私有制,斩断资产阶级

的经济来源,把所有的经济资源收归无产阶级所有,
为无产阶级革命奠定良好的经济基础.吴红英[７]认

为,巴黎公社成功夺取政权的同时也存在很大失误,
即没有没收资产阶级的法兰西银行,没有试图掌握

敌人的经济命脉.而梯也尔政府正是借助从法兰西

银行中获得源源不断的经济资助才得以恢复元气,
重新对革命势力进行绞杀和反扑.恩格斯在１８９１
年版«法兰西内战»的导言中写到:“最令人难解的,
自然是公社把法兰西银行视为神圣,而在其大门以

外毕恭毕敬地伫立不前.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

误.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

更有价值”[８]１２.刘丹[９]、王宏吉等[１０]则对巴黎公社

没有没收法兰西银行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
五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发展无产阶级

的民主政治,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邸乘光[１１]认

为巴黎公社对敌人过于仁慈,没有实行坚决和有效

的专政,是公社失败的最大教训;正是由于专政方面

的失误,民主的成就和一切革命成果都化为乌有.
韩云川[１２]指出,改造旧的国家机器,使它从阶级压

迫的工具变成解放人的工具.一方面是废除旧政府

权力中纯粹压迫人民的机关,另一方面是将旧政府

权力中的合理职能交给对社会负责的人民公仆.李

妲[１３]指出,公社对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理解存在严

重误区,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没有考虑到敌人力

量的强大,也不了解如何改造旧的国家机器来为无

产阶级政权服务.
此外,部分学者认为,必须建立长期执政的制度

理念[１４]、建立起统一的军事领导体制[１５]、无产阶级

在夺取政权之后必须始终保持人民性[１６]等,也是巴

黎公社的重要经验教训.除了揭示巴黎公社给我们

带来的经验教训,部分学者还对巴黎公社产生的根

源、巴黎公社的性质、原则和巴黎公社中的军事哲学

思想进行了深入探讨.高放[１７]认为巴黎公社是法国

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刘昀献[１８]认

为巴黎公社是第一国际的精神产儿,是带有无产阶级

性质的政权.林棵等[１９]从资本压迫社会的制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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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自治推动民主的实践逻辑以及自治政府的民主超

越性三方面论述了巴黎公社自治政府内在的制度优

越性.刘暖颜等[２０]则对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巴

黎公社的军事哲学理论思想即进攻与防御、革命与团

结、专政与军队等进行了分析.还有学者[４]认为巴黎

公社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忽视了客观历史条件,缺少

相对有利的国际国内环境,并认为革命一定要重视对

客观历史条件和国际国内环境现状的分析.

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研究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

要组成部分.无产阶级专政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
对人民实行民主和对敌人实行专政的结合,是以建

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目的的国家政权.现代学

者在研究中普遍认为,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推翻资

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第一次伟大

尝试.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通过总结阶级斗

争的实践经验,提出了许多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思想

的内容,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目前国

内学术界对于«法兰西内战»中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

研究,主要围绕“巴黎公社是否是无产阶级专政”这
一议题和其中蕴含的工农联盟思想两方面展开.

部分学者认为巴黎公社本质上是无产阶级专

政.张汉清[２１]认为,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

政,巴黎公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它打碎了资产

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工人阶级政权,并提出了如

何运用革命暴力巩固自己统治和如何保持无产阶级

专政的人民性质两方面的重要任务.王小龙[２２]认

为无产阶级专政应该舍弃资产阶级专政的帝国及其

制度,超越资产阶级专政的局限,充分实现无产阶级

专政的经济职能,克服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并把形

式民主发展为实质民主.王春良[２３]认为马克思在

«法兰西内战»中阐发了关于阶级斗争、革命和无产

阶级专政等原理,其中核心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问

题.无产阶级夺取胜利后,必须建立起属于无产阶

级自己的国家政权,维护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权

利,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也有部分学者质疑“巴黎公社就是无产阶级专

政”的合理性.他们认为,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夺取

政权的第一次伟大尝试,但是这并不代表着巴黎公社

建立的政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关勋夏[２４]不

认同学界提出的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的政府、巴黎公

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等观点;他认为«法兰西内战»中
“工人阶级政府”的巴黎公社,不是社会主义的无产阶

级专政,而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联合其他阶级的

民主主义的巴黎自治.杨偲劢[２５]认为,按马克思的

意思,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是要使国家的公共权力回

归到社会之中,其论述国家的重点实质上是无产阶级

对政权的争夺和对公共事务的普遍参与,而并不是为

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也并不认为巴黎公社

就是一次非常完善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
工农联盟思想也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内

容之一.部分学者对«法兰西内战»著作中蕴含的工

农联盟思想进行了论述.宫玉涛[２６]针对当时法国

农民阶级的地位、巴黎公社为结成工农联盟采取的

措施、以及公社为什么没有结成工农联盟的原因进

行了研究.单提平[２７]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成功,只
有通过与至少一个有产阶级的联盟才能够实现,而
且这一阶级联盟必须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除从

以上两个角度对«法兰西内战»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思

想进行解读之外,部分学者还分别从«法兰西内战»
中关于无产阶级国家机关形象[２８]、无产阶级专政思

想与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２９]及资产阶级人权的虚

伪本质[３０]的反向对比、无产阶级政权要置于人民的

监督之下[３１]、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法制之间的

关系[３２]等多方面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突出了

无产阶级专政所具有的优势.

三、关于人民民主思想的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马克思诞辰两百周年纪念大会

上指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

于人民民主的思想,“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

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

设,不断加强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加快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充分调动人民的积

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加切实、更有成效地实施人

民民主”[３３].人民民主思想是«法兰西内战»的重要

内容之一,国内学术界对«法兰西内战»中人民民主

思想的研究既包括对民主观的认识,也包括对人民

思想的阐释.
首先是对于«法兰西内战»中民主观思想的研

究.尤存[３４]认为社会主义的民主是民主内容与形

式的统一,是对民主制和资产阶级共和制的否定,是
人民的自我规定和国家制度向社会、向人民的回归.
陈仕伟[３５]从国体和政体的视角对«法兰西内战»的
民主思想进行了分析,从国体来看,国体的民主是社

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强调的是人民的主

体、主导地位和对非人民的专政,是实现对人民的直

８１４ 　　　　　　　　浙　江　理　工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年　第４０卷



接民主和完全民主;从政体来看,政体的民主是运用

无产阶级的自治组织———公社———对有产者阶级实

现专政,是行政上、管理上和一般事务上的民主.张

国军[３６]从阶级差别、虚假的代议制和公仆与主人关

系的倒置,批判了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虚伪性,认为

普选产生国家公职人员、实行议行合一的管理体制

等奠定了公社真正人民民主制度的基础.
普选制是«法兰西内战»民主观思想的重要内容

之一.巴黎公社革命取得胜利之后,规定由工人、农
民等通过普选选出代表,组成公职人员,代表人民管

理国家,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并可以随

时罢免.张爱军等[３７]认为巴黎公社革命彻底否定了

资产阶级的虚假民主,实行了真正的民主,即公社人

民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选举出代表人民利益的、为人

民服务的代表来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并且可以根据

他们的表现决定是否予以罢免.方雷[３８]从参加选举

的选民、当选人员、选举的方法和范围、对被选举出公

职人员的监督和罢免四方面阐释了巴黎公社真实的

普选制与资本主义名义上的普选制本质的异同.
其次,对于«法兰西内战»中人民思想的阐释,既

包括对什么是人民、人民内涵的界定,也涉及对人民

主体思想的认识.
一是对人民内涵的界定.高健等[３９]认为在«法

兰西内战»中,工人阶级、农民、中等资产阶级是巴黎

公社时期“人民”的主要组成部分,而高级僧侣、大地

主、富 有 的 资 本 家 则 排 除 在 人 民 之 外.范 正

廷[４０]１０３Ｇ１０４也认同这一观点,并进一步指出工人阶级

代表公社人民群众,是公社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中等

阶级是工人阶级的追随者和拥护者,是人民主体的

重要组成部分;农民是公社无产者拯救和维护的对

象,是 人 民 主 体 中 很 重 要 的 一 部 分.刘 真 金

等[４１]１０４Ｇ１０５则把人民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他们认为巴

黎公社时期的人民除了工人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和

农民之外,还应该包括小资产阶级和外国工人.
二是人民主体思想.以人民为主体的思想是马

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对巴黎公社的深刻揭示.刘

真金等[４１]１０６Ｇ１０８认为人民是经济、政治、文化、利益和

监督的主体,以人民为主体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类

解放的共产主义;并从实行以人民为主体的各方面措

施以及防止官僚腐败问题等方面阐述了以人民为主

体思想的当代价值.范正廷[４０]１０４Ｇ１０６认为人民是公社

的主体,是国家的主体,工人阶级政权源于人民而又

服务于人民,提出了基于人民主体的经济、政治、军事

和文化四方面国家治理措施,并认为国家治理应以人

民为主体,人民主体是国家治理的根本目标,人民自

治是以人民为主体治理国家的根本实现路径.
此外,还有学者对«法兰西内战»中的人民政治

参与思想、人民普遍利益思想,以及据此分析中国的

民主政治制度等方面进行了研究.王斌[４２]认为人

民政治参与思想的产生是有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

的.他从人民政治参与的主要方式、实践模型、基本

特征和价值诉求等方面解读了人民政治参与思想.
张伟伟[４３]认为巴黎公社本质上是无产阶级普遍利

益的真正实现,公社从经济上满足了人民经济平等

的利益,政治上发挥了人民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文化

上实行义务教育给人民提供了精神支持,法律上给

人民普遍利益的实现提供了制度保障.并且上述两

位研究者分别论述了人民政治参与思想、人民普遍

利益思想的当代价值及其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启

示意义.李惠斌[４４]则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在民主

问题上权利缺失的致命缺陷、中国的大变革与民主

政治的压力、直接民主与议会民主的民主问题的局

限和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等对我国的民主政治制

度进行了深入探讨.

四、关于社会公仆思想的研究

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

是巴黎公社的重要原则.为了避免国家和国家机关

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公社采取了两个办法:
“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

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

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的公职人员,不论

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８]１５.
国内学术界对于«法兰西内战»社会公仆思想的研

究,主要围绕什么是社会公仆思想和如何践行社会

公仆精神两方面来展开.
关于社会公仆思想的内涵.陈明凡[４５]认为社

会公仆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核心理念,由社

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是剥削阶级国家生成和演进的

内在逻辑.作为社会公仆的政府必然是为人民谋福

祉、办实事的服务型政府;是对人民高度负责的责任

型政府;是努力减轻人民负担的廉价型政府;是维护

社会公平正义的法治型政府.陈容[４６]认为«法兰西

内战»中的社会公仆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实

际运用,涵盖社会公仆必须由人民选举产生、接受人

民监督和人民群众有权罢免公仆三方面内容,并认

为这一思想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要求和社会主

义民主的具体实践.殷一榕等[４７]认为,政府扮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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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应当是人民的公仆,不应该是人民的主人;公仆

政府应始终由工人组成,只有劳动者才能代表公仆

政府.黄东阳[４８]认为该著作中蕴含的马克思政府

公仆本位思想涉及为全体公民负责的劳动型责任公

仆、用少钱办大事的廉价公仆、公仆政府的非人格化

和具有公仆身份流动性的专业公仆、有限职能和权

力的政府有限公仆四方面.
如何践行社会公仆精神? 首先,有的学者强调,

要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的主人.赵修义[４９]认为

不能把社会公仆简单理解为领导干部个人的道德品

格问题,而要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高度去理解.
崔云鹏[５０]则从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赋予人民充

分自由的选举权、人民享有对国家公职人员的监督

权和罢免权、实行普通工人工资制和取消公职人员

特权等方面阐释了巴黎公社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

主人的重要措施.
其次,部分学者认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里,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配置.黄晓辉[５１]认为,国
家权力的核心是建构生产者的自治机关,这个自治

机关的特点一是主权在民;二是横向分权,纵向自

治;三是杜绝特权.而权力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与

自身相矛盾的对立力量,造成了权力的异化.于建

东[５２]认为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暗含了权力异

化的观点,从价值指向、职责功能、隶属关系和防范

措施四方面展开了对权力异化的论述,并指出权力

异化思想对于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的权力观,确保

权力正当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再次,还有学者认为,践行社会公仆精神要深刻

认识马克思的政府价值思想,建设责任型政府.朱

艳菊等[５３]认为马克思的政府价值思想是在批判资

产阶级政府的专制统治和投身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

业中逐步形成的,«法兰西内战»中蕴含着以人民为

政府价值主体、以维护人民为政府价值取向的基本

思想.实现政府价值,目标是建立责任政府.张继

良[５４]认为马克思的责任政府思想的实质是阶级属

性和权能规制的统一.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
一切公职人员均是社会公仆,他们不享有任何超越

履行公共职责范围之外的特权;建设责任政府,要坚

守工人阶级责任政府的价值原则,继承和创新马克

思的责任政府思想.

五、关于廉价政府思想的研究

廉价政府思想是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通过

总结巴黎公社的实践经验提出的,其核心要义有两

个:一是低廉的政府成本投入;二是拥有精干、高效、
廉洁的政府机构.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廉价政府的

研究主要集中于什么是廉价政府和如何构建廉价政

府两方面.
对于廉价政府的内涵,国内学者有不同的表述.

谭苑苑[５５]认为«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的廉价政府表

现为较低的政府成本投入与较高的政府监管效率,以
期构建精简节约、无官僚特权无腐败、民主为民的服

务型政府.高晓霞等[５６]认为廉价政府实质上就是建

立在人民主权基础上的、权力运行公开化的,能够精

简行政职能、缩减政府规模并降低运营成本,进而实

现公共服务最优化且增进公共利益的政府.陈明

凡[５７]认为廉价政府是人民政权的本质特征,它是以低

投入创造出高效率,尽最大努力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府.
如何构建廉价政府,国内学界从两方面进行阐

述.一是要以低廉的政府成本投入为基础.马克思

在«法兰西内战»中高度赞扬了巴黎公社在建立廉价

政府过程中取消了常备军和国家官吏这两个最大的

开支项目,将人民武装的国民自卫军取代了常备军,
将国家法官、警察和行政官员等国家官吏换成公社

的机构和人员.胡帆等[５８]认为我国长期以来政府

消费存在内部化、部门化、职务化的消费模式和消费

行为,以廉价政府思想指导我国构建节约型政府势

在必行.二是要构建精干、高效、廉洁且为人民服务

的服务型政府.田旭明[５９]结合政治伦理的价值理

念、制度伦理、主体伦理和生活伦理四个逻辑层次,
提出以“人民至上”的政治价值理念为目标指向,推
动服务型政府建设;以“民主反腐”的制度伦理诉求

为契机,加快法治型政府建设;以“敬畏责任”的政治

主体伦理自觉为尺度,加快责任型政府建设;以“勤
俭节约”的政治生活伦理的应然为准则,推动廉洁型

政府建设.谭苑苑[６０]依据«法兰西内战»中的反腐

思想,分析我国现阶段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源和特点,
提出现阶段要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反腐败监督

机制和公务员制度,构建立法、执法和司法等全覆盖

的立体预防腐败体系推进我国现阶段的反腐败工

作.董世明[６１]还对«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的廉政

建设思想进行了深入解读,分析得出腐败产生于生

产资料私有制、国家及其官僚制度的根源,并认为

«法兰西内战»中蕴含着建立廉价政府、加强监督工

作和实行政务公开的反腐倡廉思想.
除了从上述五个方面作为研究切入点之外,还

有学者对«法兰西内战»的翻译、写作以及在中国的

出版传播进行了探究.李慧斌[６２]对这一著作的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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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和在西方国家的早期传播,以及传入中国近百年

来的出版传播状况进行了解读.郑谦[６３]对“文化大

革命”时期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传、学习进行了研

究,着重论述了“文化大革命”的巴黎公社情结.叶

惠珍[６４]则对中英文版本的«法兰西内战»修辞格对

照进行了阐释.此外,王刚[６５]还从发展形势分析与

内在联系,论及了«法兰西内战»这一著作的结构编

排所反映的研究方法等问题.曾异[６６]从文化批判

视域,对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进行对比,结
合巴黎公社的历史逻辑和马克思思想的理论逻辑论

证共产主义新文化的本真意义,表达以政治经济学

为核心的文化批判思想,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精

神”.何绍芬[６７]通过揭露资产阶级的罪恶行径指

出,«法兰西内战»对坚定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为国

家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保持清正廉洁的

政治本色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六、结论与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术界对«法兰西内战»的
研究取得了比较丰硕的研究成果,为深化«法兰西内

战»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现有研究成果涵盖

了巴黎公社失败的经验教训、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人
民民主思想、廉价政府思想以及社会公仆思想等多

方面内容.关于巴黎公社经验教训的研究,为创新

政权结构与行政体制奠定了理论依据;关于无产阶

级专政思想的研究从正反两方面解读了巴黎公社是

否是无产阶级专政性质的政权;关于人民民主思想

的研究,尤其是巴黎公社推行的普选制,为推进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思考;关于廉价政府思想、
社会公仆思想的研究,对政府部门改变观念,构建服

务型政府有重要的价值.这些研究成果既对资本主

义制度进行了批判和揭露,也对中国民主政治制度

建设等现实问题进行了思考;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

值,也有现实的社会意义.
但是,从深化对该经典著作的研究和适应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要求来看,相关研究仍

存在诸多不足,主要有:一是研究成果的时代性体现

不足.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进一步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新时代条件

下党的建设要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等;２０１８年政府

工作报告中也提出要推进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社会

体制改革、建立廉洁高效政府等问题,这些问题都和

«法兰西内战»的内容有很大相关性,但目前的研究

对这些内容涉及较少,时代性体现不足.二是研究

成果的不均衡.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巴黎公社、人
民民主思想和社会公仆思想等方面,对于«法兰西内

战»中蕴含的统一战线思想研究尤为不足.学术界

多是从无产阶级革命同盟军单一角度对这一思想泛

泛而谈,而没有对著作中蕴含的其他统一战线思想

进行解读.三是研究成果呈现同质化趋势,相关研

究涵盖的内容和观点大同小异,缺乏创新性的论断,
而且对于很多问题的研究多停留于表面内容的论

述,较少从深层次挖掘其体现的价值意义.四是缺

乏对比研究,研究领域狭窄.现阶段的研究成果中

既缺乏将«法兰西内战»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其他

著作进行纵向比较研究,又缺少从横向上对国外学

者研究该著作的成果进行总结梳理.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深化对«法兰西内战»的

研究,不仅需要拓宽视野,丰富研究视角,还需要着

眼于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发展,着眼于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拓宽«法兰西内战»内容的研究,深入

挖掘其理论价值和时代价值.具体说来,可以从以

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赋予著作内容研究的时代性.
将«法兰西内战»研究置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学习与研究的背景下,结合学习、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深化对著作中人民民主思

想、社会公仆思想、反腐败思想的研究,揭示其思想

的时代性及其对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促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

值.二是要深化对«法兰西内战»中蕴含的统一战线

思想研究.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夺取中国革命、
建设与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法兰西内战»中蕴含着丰

富的无产阶级内部团结统一、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

策略、建立无产阶级革命同盟军等统一战线思想,需
要我们深入研究,充分认识该著作在马克思统一战

线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当代价值.三要丰富研究

视角,使研究成果多元化.在侧重从政治学角度对

«法兰西内战»主要思想内容进行研究的同时,还要

从多学科角度,如从法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乃至

经济学等学科,加大对该著作的研究力度,拓展研究

视角,创新研究方法,丰富研究成果.四要开展比较

研究.既要从纵向比较«法兰西内战»研究与马克思

主义其他经典著作研究成果的异同,又要从横向上

将国内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与海外«法兰西内战»的研

究成果进行对比分析,揭示两者的异同,进一步拓宽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的研究视野.

１２４第４期 莫岳云等:改革开放以来«法兰西内战»研究述评



参考文献:
[１]秦正为．制度体系视阈下的巴黎公社及其经验教训[J]．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２０１６,３２(３):７４Ｇ７９．
[２]陈明凡．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读«法兰西内

战»[J]．高校理论战线,２００８(７):８Ｇ１４．
[３]文彩．巴黎公社经验长新:读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等名

著[J]．广西社会科学,１９９１(２):１１９Ｇ１２２．
[４]赵小飞．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巴黎公社”的新分生,新

突破:浅析«法兰西内战»“巴黎公社”运动[J]．湖北成人

教育学院学报,２０１３,１９(２):１３６Ｇ１３８．
[５]吴盼,刘建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面历史明镜:读
«法兰西内战»[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１,１３(４):４４Ｇ
４５．

[６]关勋夏．论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在法兰西内战中的历

史功绩和错误[J]．军事历史研究,１９９８(１):１５２Ｇ１６２．
[７]吴红英．巴黎公社未占领法兰西银行的原因及其后果

[J]．武汉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８３(４):

１０９Ｇ１１２．
[８]马克思．马克思«法兰西内战»[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

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６．
[９]刘丹．巴黎公社未没收法兰西银行的原因分析[J]．贵州

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２(１):７４Ｇ７７．
[１０]王宏吉,高秉坤．关于巴黎公社为什么不敢触犯法兰西

银行的探讨[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

版),１９８１(３):５２Ｇ６０．
[１１]邸乘光．巴黎公社经验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J]．南京

政治学院学报,２０１６(３):６７Ｇ７３．
[１２]韩云川．巴黎公社原则再认识[N]．学习时报,２０１１Ｇ１０Ｇ

１０(３)．
[１３]李妲．巴黎公社的民主试验及其当代意义[D]．长沙:中

南大学,２０１２:６０Ｇ６１．
[１４]刘玉芝．试论科学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原则:马克思恩格

斯对巴黎公社制度实践的经验总结与理论反思[J]．科
学社会主义,２０１４(４):６２Ｇ６６．

[１５]刘昀献．巴黎公社失败原因的新思考[J]．河南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６(４):８９Ｇ９３．
[１６]李嘉莉．群众观点制度化:巴黎公社政治遗产的现实启

示[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２０１４(４):１６６Ｇ１６９．
[１７]高放．第一个工人阶级政权巴黎公社崭新创举[J]．中

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２０１４,７(３):８２Ｇ１０７．
[１８]刘昀献．试论巴黎公社是第一国际的精神产儿[J]．史

学月刊,１９８５(３):９７Ｇ１０２．
[１９]林棵,王建华．抗争与超越:«法兰西内战»中的巴黎公

社[J]．宁夏党校学报,２０１７,１９(６):３４Ｇ３７．
[２０]刘暖颜,关勋夏．法兰西内战与马克思的军事哲学[J]．

军事历史研究,２００８(２):４５Ｇ５５．
[２１]张汉清．捍卫发展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不朽文献:纪念

恩格斯«＜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发表１００周年[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１(２):１Ｇ６．

[２２]王小龙．论无产阶级专政应是对资产阶级专政的扬弃:
重读«法兰西内战»[J]．中共南昌市委党校学报,２０１４,

１２(４):２Ｇ６．
[２３]王春良．«法兰西内战»与无产阶级专政[J]．山东师范

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１(２):２１Ｇ２７．
[２４]关勋夏．对阐述«法兰西内战»几个问题的看法质疑

[J]．军事历史研究,２０００(１):２４Ｇ３２．
[２５]杨偲劢．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及其困境:马克思«法兰西

内战»解读[J]．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２０１７(１):７１Ｇ８８．
[２６]宫玉涛．«法兰西内战»系列著作中的工农联盟思想探

析[J]．北京教育(德育),２０１６(s１):１２Ｇ１５．
[２７]单提平．市民社会的拯救与发展:«法兰西内战»的新解

读[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１７(４):６１Ｇ
６６．

[２８]刘中心．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国家机关形象理论初探:
读«法兰西内战»[J]．现代交际,２０１２(２):１０５Ｇ１０７．

[２９]卞敏．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学习

«法兰西内战»[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９７５
(２):４５Ｇ４８．

[３０]刘根甫．认清资产阶级人权的虚伪本质:读«法兰西内

战»的一点体会[J]．国际政治研究,１９９２,２９(２):８２Ｇ８３．
[３１]张龙亮．无产阶级政权必须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学习

巴黎公社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一点体会[J]．学
术交流,１９９１(２):２０Ｇ２３．

[３２]巩献田．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法制:纪念巴黎公社

１２０周年[J]．中外法学,１９９１,３(２):７Ｇ９．
[３３]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 诞 辰２００周 年 大 会 上 的 讲 话

[EB/OL](２０１８Ｇ０５Ｇ０４)[２０１８Ｇ０６Ｇ１２]．http://www．
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２０１８Ｇ０５/０４/c_１１２２７８３９９７．
html．

[３４]尤存．百年前的思索:从法兰西内战看马克思对社会主

义民主的解析[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１９９４(５):１３Ｇ１９．
[３５]陈仕伟．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的民主思想初探:从国体

和政体的视角[J]．上海党史与党建,２０１０(１１):２３Ｇ２５．
[３６]张国军．«法兰西内战»的民主观及其启示[J]．延边党

校学报,２０１０(６):２５Ｇ２７．
[３７]张爱军,孙贵勇．重新审视巴黎公社的民主原则[J]．马

克思主义研究,２００６(３):６７Ｇ７５．
[３８]方雷．论巴黎公社民主制的两个基本特点[J]．山东大

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１(１):１０６Ｇ１１１．
[３９]高健,秦龙．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中的人民管理思想及其

当代价值[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２０１３(５):１１Ｇ１６．
[４０]范正廷．«法兰西内战»中的人民主体与国家治理思想

[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２０１７(３):１０３Ｇ１０６．
[４１]刘真金,肖铁肩．从«法兰西内战»看马克思的人民主体

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马克思主义研究,２０１１(５):１０３Ｇ
１０９．

[４２]王斌．«法兰西内战»中人民政治参与思想研究[D]．天
津:天津师范大学,２０１６:９Ｇ４９．

２２４ 　　　　　　　　浙　江　理　工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年　第４０卷



[４３]张伟伟．«法兰西内战»中人民普遍利益思想研究[J]．
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３):６８Ｇ７２．

[４４]李惠斌．从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看中国的民主政治

制度[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２０１３(６):３５Ｇ４４．
[４５]陈明凡．马克思社会公仆思想及其现实意义:读«法兰

西内战»之体会[J]．马克思主义研究,２０１６(６):１８Ｇ２５．
[４６]陈容．«法兰西内战»社会公仆的基本思想及其启示

[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４):９０Ｇ９２．
[４７]殷一榕,刘华．论公仆思想对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启

示:从«法兰西内战»中探究公仆思想的现实意义[J]．福州

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３１(１):６２Ｇ６６．
[４８]黄东阳．转型期我国政府公仆身份的塑造:从«法兰西

内战»探服务型政府建构之一隅[J]．闽江学院学报,

２０１０,３１(３):７Ｇ１０．
[４９]赵修义．关于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思考:重读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J]．中
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２００８(１):３４Ｇ４０．

[５０]崔云鹏．巴黎公社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重要

措施[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８０(２):

１７Ｇ２３．
[５１]黄晓辉．«法兰西内战»中的国家权力配置观[N]．中国

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０Ｇ０６Ｇ１７(６)．
[５２]于建东．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中的权力异化思想及其

当代价值[J]．伦理学研究,２０１５(１):２８Ｇ３１．
[５３]朱艳菊,吴远．从«法兰西内战»看马克思的政府价值思

想[J]．学术论坛,２０１５,３８(４):４７Ｇ５０．
[５４]张继良．马克思的责任政府思想及其当代价值:重读

«法兰西内战»[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２０１２(２):４６Ｇ
５１．

[５５]谭苑苑．«法兰西内战»与我国廉价政府建设[J]．厦门

特区党校学报,２０１５(３):５３Ｇ５６．
[５６]高晓霞,钱再见．廉价政府及其公共权力逻辑:基于马

克思«法兰西内战»的文本分析[J]．学习论坛,２０１６
(６):４４Ｇ４８．

[５７]陈明凡．反腐倡廉建设的理论基石:重读«法兰西内战»
[J]．高校理论统战,２０１２(８):１２Ｇ１６．

[５８]胡帆,陈宇宙．节约型政府:马克思廉价政府思想在中

国的践行:读«法兰西内战»有感[J]．学术探索,２００８
(５):４９Ｇ５３．

[５９]田旭明．马克思廉政思想的政治伦理向度:重读«法兰

西内战»[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２０１３,２９(２):３７Ｇ
４２．

[６０]谭苑苑．现阶段我国反腐路径探讨:«法兰西内战»反腐

思想之启示[J]．福建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４(６):４１Ｇ４５．
[６１]董世明．从«法兰西内战»看马克思的廉政建设思想

[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２００８(５):１２８Ｇ１３１．
[６２]李慧斌．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研究读本[M]．北京:中

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１３:２７Ｇ４１．
[６３]郑谦．“文化大革命”的巴黎公社情结[J]．中共党史研

究,２０１０(２):５Ｇ１６．
[６４]叶惠珍．中英版本«法兰西内战»的修辞格对照研究

[J]．湖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２２(１):３３Ｇ
３７．

[６５]王刚．发展形式分析和内在联系探寻:论«法兰西内战»
的研究方法[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２,２８(４):６８Ｇ７３．
[６６]曾异．文化批判视域中的«法兰西内战»[D]．南宁:广西

大学,２０１７:１０Ｇ１８．
[６７]何绍芬．«法兰西内战»对全面从严治党的启示[J]．大

理大学学报,２０１８,３(３):５２Ｇ５７．

ResearchreviewonTheCivilWarinFrancesincetheReformandOpeningup
MOYueyun,WANGXiaozhen

(SchoolofMarxism,SouthChinaUniversityofTechnology,Guangzhou５１０６４１,China)

Abstract:TheCivilWarinFranceisoneofMarxsclassicalworks．SincetheReformandOp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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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venresearchresults,serioushomogeneityandnarrowresearchfields．Inthefutureresearch,the
domesticscholarsneedtodrivenationalgovernancesystemandnationalgovernanceabilitymodernization,

promotetheimplementationofthe“fourcomprehensive”strategy,widenthecontentofresearch,expand
theresearchperspectiveandenrichtheresearchperspectivesoastoprovidetheoreticalreferenceforthe
constructionofsocialism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inthenewera．

Keywords:TheCivilWarinFrance;ParisCommune;peoplesdemocracy;socialservants;cheapgovernment
(责任编辑:陈丽琼)

３２４第４期 莫岳云等:改革开放以来«法兰西内战»研究述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