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治与社会

马克思主义政治权威观探析
*

彭先兵摇 覃正爱

揖内容提要铱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强化 “核心意识冶? 目的是为了树立党的政治权威, 以提高其

政治影响力与执政效率, 而 “核心意识冶 的理论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权威观。 马克思恩格斯很

早就提出和多次使用过 “政治权威冶 概念并系统阐发了其政治权威观。 深入发掘和系统研究马克思

主义政治权威观, 对于中国共产党树立政治权威和 “核心意识冶, 不断增强党的政治凝聚力与执行

力, 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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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本上看, 马克思恩格斯直接使用 “政治权威冶 范畴的文献主要有四种: 一是 《神圣家族》,
将政治权威与宗教权威并列提出来, 表明政治权威自成一类的地位。 二是 《论权威》, 认为政治权

威是一个历史范畴, 国家是其主要载体。 三是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根据唯物史观论

述了政治权威的实践基础和发展规律等。 四是 《反杜林论》。 恩格斯在对 《反杜林论》 正文所作的

补充和修改中提到了政治权威, 再次强调了政治权威的历史作用。
马克思认为, “反政府主义冶 与 “反权威的个人主义冶 可以相互替代, 这表明他将政府与权威

对应: 政府是有权威的政府, 权威是政府的权威, 政府权威是政治权威的主要形式。

一、 马克思主义政治权威观的内在本质与基本特征

综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政治权威的系列论述, 不难看出, 其中所蕴含着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

权威观。
1. 政治权威的内在本质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 政治权威是合法性与认同性的辩证统一。
学术界通常认为, 将权威与合法性联系起来的是马克斯·韦伯, 在韦伯看来, 权威的本质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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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合法性 (legitimacy)淤, “无论怎样给权威下定义, 没有一位作者看不到它以某种方式与合法性联

系在一起冶于。 哈贝马斯也曾说过, 不求助合法化, 没有一种政治权威能成功地保证大众的持久忠

诚, 即保证其成员意志的遵从盂。 但仔细梳理历史不难发现, 早在韦伯之前, 马克思就论及了政治

权威的合法性, 他在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中说: “只是在第二个波拿巴统治时期, 国家

才似乎成了完全独立于社会并对它进行奴役的东西。 行政权具有明显的独立性, 这时它的首脑不再

需要天赋, 它的军队不再需要声誉, 它的官僚不再需要道义上的权威, 便可以合法存在。冶榆 这里很

明确地提出了政治权威的合法性, 并且论及了合法性的来源, 也就是说, 政治权威的合法性过去主

要来源于道义, 现在有了新的来源, 那就是 “从普选权中产生冶虞。 恩格斯则从一般意义上论述了合

法性的其他来源, 如多数表决人的意志、 领导机构委员会的意志、 某一个人的意志等。
所谓认同性是指社会成员在一定的政治生活和政治发展中产生的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程度, 其

实质是政治认同, 具体表现为政党认同、 国家认同、 制度认同、 体制认同、 理想认同、 政策认同和

宗教认同等。 关于政治权威的认同性 ( identification), 马克思恩格斯是用服从、 顺从、 相信、 信仰

等不同词语来表达的。 例如, 马克思在 《哲学的贫困》 中论及政治权威时, 就将 “政治的权威冶 与

“对普鲁士国家的信仰冶 对应 (同时将 “宗教的权威冶 与 “对耶和华的信仰冶 对应)。 在 《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中, 马克思反复强调, 获得小块土地的法国农民会对 “上面保护它的权威采

取顺从态度冶, “他们不能代表自己, 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 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

宰, 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冶。 而在议会中, 国民将自己的普遍意志提升为法律。 在行政权面

前, 国民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意志, 服从于权威。 这样, 法国逃脱一个阶级的专制, 好像只是为了服

从于一个没有权威的人的权威愚。 恩格斯在 《论权威》 中强调: “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 不管它是怎

样形成的, 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冶舆 这实际上间接论证了政治权威的本质是合法性与认同性的辩

证统一。
2. 政治权威的基本特征

政治权威的基本特征是由其本质即 “合法性与认同性的有机统一冶 所派生和决定的。 一般来

说, 政治权威具有三大基本特征。
一是多样性与归一性。 政治权威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不论在哪一种场合, 都要碰到一

个显而易见的权威冶余。 然而, 在所有这些政治权威的类型中,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国家 (政权、 政

府) 才是最具典型意义的政治权威, 其他形式的政治权威均可 “九九归一冶, 即归一于国家权威。
马克思恩格斯既将政治权威与政治国家视为同一, 又将政治权威与国家认同视为一致。 马克思在

《论犹太人问题》 中肯定了黑格尔把国家同权威形式区别开来的思想, 即在阶级和国家消灭之前,
政治国家与政治权威是同一的, 即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政治国家始终具有政治权威, 而政治权威则

主要由政治国家承载。 因此, 一国民众的国家认同首先是认同该国的政治权威。 马克思恩格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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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性通常被用来指政府权威为民众所认同的理由及被认同的程度。 或者说, 合法性是一种建立在普遍认同基础上的认同

性。 这种认同可基于某种血统、 正统、 道统、 学统或法统等, 这些因素会表现出被其时人们普遍认同的正当性、 合理性, 而不是暴

力性、 胁迫性。
也美页 福克斯: 《工业劳动社会学》, 纽约: 柯利尔-麦克米兰公司, 1971 年, 第 34 页。
参见 也德页 哈贝马斯: 《交往与社会进化》, 张博树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2 年, 第 132 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2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第 565 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2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第 557 页。
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2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第 567 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3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第 3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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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家族》 中说, 鲍威尔用政治权威代替宗教权威, 是将对耶和华的信仰变成对普鲁士国家的信

仰。 这就是说, 政治权威与国家认同 (信仰是最高层次的认同) 是一致的。
二是权威性与权力性。 政治权威同时具备权力和权威两个因素。 马克斯·韦伯将权力界定为

“一个人或一些人在某一社会行动中, 甚至是不顾其他参与这种行动的人进行抵抗的情况下实现自

己意志的可能性冶淤。 显然, 权力是一种 “强迫性控制冶, 而权威是指 “一个人在相信他或她施加影

响的权利的合法性基础上要求别人服从的可能性冶于。 显然, 权威与权力的最大区别在于: 权力要求

无条件服从, 这种服从是以强制性的力量作后盾的; 权威则排斥强制性, 它是以权威主体的威信、
威望为基础, 强调自愿服从。 乔·萨托利在 《民主新论》 中有一个总结性的说法, 即权力靠发号施

令, 必要时援之以强制, 权威既不靠强制, 又不靠发号施令, 而靠正确的请求和建议盂。 换言之,
权力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物质性力量, 它主要借助暴力、 奖惩等手段, 使他人的行为符合于掌权者的

目的, 而无须征求权力作用的对象是否同意; 权威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精神性力量, 它主要借助掌权

者的威信在公众情感、 信仰等方面的影响来发生作用, 它是以自觉自愿的服从为前提的榆。 马克思

恩格斯不仅认识到政治权威与政治权力是有区别的, 而且比较多地强调了二者交叉重叠的关系。 在

他们看来, 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权威就是这样。 马克思在 《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中所说的, “政府, 这是镇压的工具, 是权威的机关, 是军队, 是警察, 是官吏、 法官和部长, 是

教士冶虞, 既明确地指出了政治权威与政治权力的交叉重叠, 又明确地指明了政治权威的权力属性和权

威属性的交叉重叠——— “镇压的工具冶 侧重表明了政治权威的权力后盾及其表现的权力属性, “教士冶
侧重点明了政治权威具有通过 “传经布道冶 来获得认同的权威属性。 同样的道理, 无产阶级建立的政

治权威也具有权力和权威的双重属性, 而且特别强调无产阶级政治权威的强制性和暴力性, 如 “革命

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冶, “不知道什么东西能比革命更有权威了, 如果用炸弹和枪弹把自己的意志

强加于别人, 就像在一切革命中所做的那样, 那么, 我认为, 这就是在行使权威冶愚。
三是民主性与集中性。 虽然资本主义政治权威也具有一定的民主性与集中性, 正如马克思所说,

资本主义政治权威是 “从普选权中产生的冶, 它的官僚不再需要道义上的权威, 便可合法存在, 它

的议会行使立法权表现为依民主程序将国民的普遍意志提升为法律。 和立法权相反, 它的行政权所

表现的是国民的他治而不是国民的自治舆。 但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 无产阶级政治权威才真正实现

了民主性和集中性的辩证统一。 他们认为, 无产阶级政治权威必须以民主为基础。 二人修订的 《共
产主义者同盟章程》 突出强调, 要确保 “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 它的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

可以罢免, 仅这一点就已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冶余, 同时划分了党的各级组织的职

权, 确立下级服从上级、 全盟服从中央的集中原则。 共产主义同盟的组织原则后来被应用到第一国

际, 并在反对巴枯宁无政府主义中得到了发展。 因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威异常强大, 无产阶级必须

建立自己的独立的具有政治权威的政党。 作为 “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冶 的第一国际从成立之日起,
马克思恩格斯就强调民主的基础性和集中的必要性。 针对巴枯宁的 “支部自治冶 “自由联合冶 等据

·88·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8 年第 7 期

淤
于
盂
榆
虞
愚
舆
余

也美页 汉斯·格思、 赖特·米尔斯合编: 《马克斯·韦伯论文集》, 康乐等译, 伦敦: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64 年, 第180 页。
也美页 D. P. 约翰逊: 《社会学理论》, 南开大学社会学系译,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8 年, 第 279 页。
参见 也美页 乔·萨托利: 《民主新论》, 冯克利、 阎克文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8 年, 第 212 页。
参见王宗礼、 龙山: 《论政治权威的社会基础》, 《甘肃社会科学》 1999 年第 5 期。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2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第 156 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0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第 375 页。
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2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第 563 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4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第 236 页。



以反对集中和对抗中央的观点, 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地阐明了权威、 集中的重要性, 要求绝对保持党

的纪律, 否则将一事无成, 规定从普通会员到各级组织, 不得在原则问题上与中央相违背, 全党必

须服从中央, 强调必须有统一的和指导性的意志, 否则进行任何合作都不可能。 因为没有集中的意

志, 就没有权威, 就不可能有任何一致的行动淤。 为了取得斗争的胜利, “必须把我们的一切力量捏

在一起, 并使这些力量集中在同一个攻击点上。 如果有人对我说, 权威和集中是两种在任何情况下

都应当加以诅咒的东西, 那么我就认为, 说这种话的人, 要么不知道什么叫革命, 要么只不过是口

头革命派冶于。 事实上, 巴黎公社遭到灭亡, 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

二、 政治权威的主要功能

1. 政治权威的一般功能

政治权威是任何政治社会都存在的普遍现象, 其主要功能有: 其一, 统治社会, 提供秩序 (规
则)。 马克思认为, 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威承担者, 不像以前社会那样, “是作为政治的统治者或神权

政体的统治者得到这种权威的冶盂。 这实际上是说政治权威有统治社会的功能。 马克思在论及最高权

威批准政令时强调榆, 国家的权威使金属成为货币虞。 这是说政治权威有提供秩序 (规则) 的功能。
其二, 整合社会, 提高效能。 恩格斯明确指出, 社会活动是联合活动, 必须存在人们共同服从的权

威, 没有权威就不能够组织起来愚。 恩格斯以伦敦、 巴黎这样的权力中心为例说明政治权威具有提

高效能的作用, 在恩格斯看来, 伦敦、 巴黎的各项权威性的决定, 可以避免每一个地区每一次都要

用斗争来重新解决同样的争论。 而当时的德国没有这样的政治权威, 常被分解成许多不相联系的格

斗, 因而耗费大量的鲜血、 精力和资本而仍然得不到任何有决定意义的结果。 其三, 集中意志, 统

一行动。 恩格斯依据快速变化的现代社会条件指出, 每天都会碰到需要立即解决的问题, 而马上达

成完全共识的几率是很低的, 而没有共识就不可能有任何一致行动, 没有统一的和指导性的意志,
要进行任何合作都不可能舆。 在危急关头, 最需要权威, 而且是需要专断的权威, 特别是在性命攸

关之时, “就要看所有的人能否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冶余。 其四, 精神主宰, 信念支撑。 在马

克思看来, 政治权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法国农民的精神主宰, 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俞, 德国

的工人 “从小就受官僚主义的管束, 相信权威冶訛輥輮, 而在古代中国, 以家长制为标志的政治权威是庞

大的国家机器各部分间的唯一的精神联系訛輥輯。
此外, 马克思恩格斯还分析了政治权威的负面功能。 他们认为, 虽然 “权威 =国家 =绝对的祸

害冶 是不成立的, 但掌控政治权威的人会 “依靠自己的权威, 把他们名义上的所有权转化为私有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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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冶淤, 绝对的政治权威常因 “行政权支配社会冶于, 而阻碍社会进步。 因为任何内部的积极变化,
都有可能遭到作为镇压工具和权威机关的政府 (军队、 警察、 官吏、 法官和部长) 的镇压。

2. 无产阶级政治权威的功能

无产阶级政党在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而奋斗的过程中必须拥有政治权威, 只有这样才能在革

命斗争中成为战斗堡垒, 领导革命取得胜利, 也只有这样才能在革命胜利后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统

治, 进而运用政治权威去消灭私有制、 阶级和国家。
首先, 组织领导功能。 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后, 第一步就是打碎旧的国

家机器, 使自己 “上升为统治阶级, 争得民主冶。 但 “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
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 相对立的政党, 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

动。 为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革命的最高目标———消灭阶级, 无产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

必要的冶盂。 而且, “工人党必须尽量有组织地、 尽量一致地和尽量独立地行动起来冶。 无产阶级政党

的目标是 “推翻资产阶级, 建立无产阶级统治, 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

没有阶级、 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冶榆。 虽然无产阶级政党要注意摈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

西, 但要善于运用民主和集中来保证党组织及其领导人的权威。 否定权威和集中的人, 要么不知道

什么叫革命, 要么只是口头革命派虞。 革命就是采取权威的方式开除异己分子, 就是一部分人用非

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 巴黎公社的教训, 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 就是

由于公社没有把这个权威用足用够愚。
其次, 政权巩固功能。 无产阶级政党领导革命成功之后, “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

有一个从前者转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 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 这个

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冶。 “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冶。 无产

阶级要建立巩固的统治, 必须依靠 “政府, 这是镇压的工具, 是权威的机关, 是军队, 是警察, 是

官吏、 法官和部长冶。 或者说, 无产阶级统治 “也就是利用集中的、 有组织的社会暴力冶舆, 对敌对

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防止资产阶级复辟。 当然, “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

阶级社会的过渡冶余。
最后, 消灭摧毁功能。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建立政权后, 要尽可能快地发展生产力, 改造传统的

所有制关系, 消灭阶级, 消灭国家, 逐步建成共产主义社会。 然而, 旧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生产的无

政府状态并不会立即自动消失, 无产阶级 “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 一步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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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力的总量冶, 同时利用政治权威 “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 一方面,
通过这个行动, 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 使它们的社会性有充分的自

由得以实现。 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冶俞。 而 “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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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的消失, 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冶。 另一方面, 因为一切剥削阶级都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旧社会的精神、 道德还会长期存在。 社会主义国家还必须依靠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消灭阶级和国家

的历史使命, 随着阶级 “被现代化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冶 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 无产阶级专

政及其政治权威也随之消灭。

三、 政治权威的自然基础与最终消亡

1. 政治权威的自然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批判布鲁诺·鲍威尔等人的思辨唯心主义揭示了政治权威这一社会历史现象

的自然基础。 鲍威尔在论著中 “用 ‘无限的自我意识爷 来代替人冶, “用黑格尔的形式来重谈基督教

的创世说冶淤, 就德国如何用世俗的政权取代当时教会性质的政权作了论证, 认为 “信仰要成为理

性, 必须实现在国家中冶。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鲍威尔的这种 “实现冶 不过是将自我意识夸大为同

自然脱离的 “绝对实在冶 来代替黑格尔的 “绝对观念冶, 是在发挥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外化为国家的

唯心主义思想而已。 他没有去研究现代国家对宗教的现实关系, 就必然要幻想出一个批判的国家来,
认为国家是以批判神学的心愿的实现者身份来效力尽职的。 当他第一次摆脱了正统的非批判的神学

时, 在他的心目中, 政治权威就代替了宗教权威, 他对耶和华的信仰就变成了对普鲁士国家的信

仰于。 在鲍威尔看来, “国家制度仅仅是消灭 ‘批判爷 的敌人即非批判的宗教和神学的工具冶盂。 马

克思批评鲍威尔不理解国家自身得以存在的基础, “他们闭眼不看使权威成为必要的种种事实冶榆,
尤其看不到从古代的奴隶制国家到现代的民主制国家等所有形式的国家的 “自然基础冶。 他说: “正
如古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奴隶制一样, 现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市民社会以及市民社会中的人……现

代国家通过普遍人权承认了自己的这种自然基础本身。 它并没有创立这个基础。 正如现代国家是由

于自身的发展而挣脱旧的政治桎梏的市民社会的产物, 而今它又通过人权宣言承认自己的出生地和

自己的基础。冶虞 此处的 “自然冶 一词与马克思所说 “自然历史过程冶 的 “自然冶 是同一个意思,
即社会历史现象的必然性或合规律性。

马克思指出: “我的观点是: 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冶愚 显然, 马克思没有

丝毫的空想主义, “没有虚构和幻想 ‘新爷 社会。 相反, 他把从旧社会诞生新社会的过程、 从前者

进到后者的过渡形式, 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来研究冶舆, 即作为一个以实践为中介的合规律性与合

目的性的过程来研究余。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政治权威这一社会历史现象的存在有其自然基础, 与

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 尽管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

造, 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 而是在直接碰到的、 既定的、 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

创造冶俞。 换言之, 任何主体 (个人、 集体、 国家) 包括政治权威, 不管 “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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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冶淤。 政治权威的自然基础, 一方面, 应该到基于实践形成

的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去寻找, 尤其是它的历史发源地, 因为历史一方面 “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

地进行冶于, 另一方面, “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 历史不过

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冶盂, 而 “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

再生产冶榆。
2. 政治权威的最终消亡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政治权威是一个历史范畴, 它与阶级、 国家一样, 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

历史阶段相联系。 “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 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

的。冶虞 作为一种上层建筑的政治权威, 不是绝对的, 而是发展的, 有自己的历史过程, 随着生产方

式的发展而发展, “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 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 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

的改变, 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 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 人们也就会改

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 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 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冶愚, 前

者就是古代政治权威的社会, 后者是现代政治权威的社会。 换言之, 随着经济基础的现代化, 古代

传统的人治型权威转向了现代的民主法治型权威, “从前热烈拥护国王的权威和特权的人, 现在成

为国民公会的党徒, 只求削弱从普选权中产生的权威冶舆。 未来社会, 国家将走向消亡, 政治权威也

将随之走向消亡。 然而, “反权威主义者却要求在产生权威的政治国家的各种社会条件消除以前,
一举把权威的政治国家废除。 他们要求把废除权威作为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冶余, 显然是犯了唯心

史观的错误。 恩格斯反复强调: “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错乱。 随着社会

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 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 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 从而也

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 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冶俞

总之, 政治权威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它随着国家的产生、 发展、 消亡而相应地

产生、 发展和消亡。 虽然政治权威将因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 但在产生权威的政治国家的各种社

会条件废除以前, 一举把权威的政治国家废除, 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 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后,
只要无产阶级的敌人和旧的社会组织还未消失, 就必须运用政治权威。 只有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

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的错误, 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 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
“政府的压迫力量和统治社会的权威就随着它的纯粹压迫性机构的废除而被摧毁, 而政府应执行的

合理职能, 则不是由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机构, 而是由社会本身的承担责任的勤务员来执行。冶訛輥輮 也就

是说, 尽管随着阶级和国家的消亡, 政治权威也会随之消亡, 但其他形式的权威还会存在。 不过,
未来的社会组织将只在生产条件所必然要求的限度内允许权威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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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马克思主义政治权威观的深刻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创立 “政治权威观冶, 主要是为了应对当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面临的重大挑战。
众所周知, 巴枯宁鼓吹无政府主义, 反对一切权威, 主张消灭一切国家。 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

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严重的冲击。 因此, 批判巴枯宁无政府主义权

威理论, 进而创立马克思主义政治权威理论, 就成为当务之急。 在与巴枯宁集团进行论战的过程中,
马克思恩格斯并未停留在对一般权威的论说上, 而是围绕着无产阶级为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 要

不要建立自己的独立政党, 要不要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等核心问题, 对政治权威的现实基础、
社会功能和历史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发。 在马克思的 《政治冷淡主义》 《巴枯宁

掖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业 一书摘要》 和恩格斯的 《致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 《关于工

人阶级的政治行动》 《论权威》 等著作中,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批判了巴枯宁派主张无产阶

级放弃政治斗争、 立即废除国家和否定一切权威的错误观点, 同时阐明了为实现消灭资本主义剥削

制度的伟大目标, 组建无产阶级政党、 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客观必要性, 进而

根据阶级斗争原理论证了 “政治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冶, 根据社会基本

矛盾运动的规律论证了 “国家不得不承认自己对社会生产规律无能为力冶淤。 马克思主义政治权威观

的创立极大地完善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
马克思主义政治权威观带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权威观, 在政治权威消

亡之前, 任何政党特别是执政党都必须树立自己的政治权威与领导核心, 没有强大的政治权威和领

导核心, 要想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 提高自己的政治效率、 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是不可能的。 因此,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 要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 提高自己的执政效率、 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 从而长期执政, 就必须树立强大的政治权威和领导核心, 自觉增强 “四个意识冶
尤其是要增强 “核心意识冶,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 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
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冶于, 但 “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 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 它

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冶盂, 因为 “凡是许多个人进行协作, 过程的联系和统一都必然要表现在一个指

挥的意志上, 就像一个乐队需要一个指挥一样冶榆。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树立党

的政治权威和 “核心意识冶, 既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权威观的内在要求, 又是对其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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