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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马克思“打碎国家机器”原理的通常解释是错误的。这一原理的原意是：无产阶

级政权应当取消国家机器，不要国家机器；“打碎国家机器”的主要精神是实行民主；“打碎国家机

器”实行民主的目的是实现工人阶级经济解放和社会解放，防止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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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

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个“打碎国家机器”的

著名原则，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是众所熟知的马克

思主义的原理，但人们对其内涵的理解却通常很不准

确。

通常的理解是，无产阶级必须走暴力革命的道

路，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消灭资产阶级的反动

军队、警察和官僚机构，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

政，用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取而代之。［1］

这是对马克思的严重误解。曾经有人指出过马

克思“打碎国家机器”观点的意思是取消国家机器，不

要国家机器，但未展开说明，也未引起应有的注意。

李延明撰文指出：打碎旧国家机器，核心内容是去掉

国家机器固有的阶级压迫、阶级统治工具的性质。［2］

笔者认为，这一问题仍有进一步研究和澄清的必要。

“打碎国家机器”观点的原意是：无产阶级政权应

当取消国家机器，不要国家机器；“打碎国家机器”的

主要精神是实行民主；“打碎国家机器”实行民主的目

的是实现工人阶级经济解放和社会解放，防止社会公

仆变成社会主人。

一、“打碎国家机器”与暴力革命夺取政权

是没有关系的

马克思的这一论断，是在《法兰西内战》第三章中

论述的。《法兰西内战》共有 4 章，其中第一、二、四章

叙述的是内战的过程。第二章已经叙述了公社的建

立，论述了暴力革命问题，第三章则专门分析公社本

身的性质，这一章第一段就说：“公社⋯⋯究竟是什么

呢？”

文章第二段援引了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夺取

政权后的公告，说明巴黎无产者夺取政权是因认为自

己掌握公共事务的时刻已经到来。第三段接着说：

“但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

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3］文章紧接着从第四段

开始用大量篇幅通过法国帝国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说

明了国家机器的压迫性质，叙述了巴黎公社夺取政权

后，没有建立军事官僚机器，在政治制度上采取了全

新的民主措施，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终于

发现的，可以使劳动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十分明显，马克思的这个论断是用来解释“公社

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内战》初稿中这一部分的

标题就是《公社的性质》，在二稿中还把这个问题当作

“胜利时刻”的事。［3］

马克思对《共产党宣言》做补充，指出巴黎公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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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

这一点是怎样证明的呢？就是说巴黎工人阶级是怎

样打碎国家机器的呢？过去有人说中国革命战争消

灭蒋介石的军队就是打碎国家机器，以此类推，想必

公社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就是消灭旧军队旧政府了。

可事实上，3 月 l8 日的革命并没有消灭法国资产阶

级的国家机器。第二帝国的军队早已为俾斯麦“打

碎”了，法国投降时被解除武装的 23 万人已经被遣散

回家。3 月 l7 日，政府掌握的军队只不过还有 2 万 5
千人左右，这些军队缺乏联系和秩序，并且巴黎群众

还把其中的大部分争取到自己这方面来。在冲突中，

国民自卫军对残余的国家机器也未能以暴力来“打

碎”，反而被它的军队所“打碎”。

《共产党宣言》已经明确谈到了暴力革命问题，如

果“打碎国家机器”原则属于暴力革命的内容，马克思

又在《宣言》中做这个修改，岂不是多此一举吗？实际

上，如果不事先取得胜利，怎么可能谈到“简单地掌

握”呢？作为旁证，列宁也把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作为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事来看待。［4］

二、“打碎国家机器”也不是指无产阶级夺

取政权后，应当解散旧军队和旧政府，罢免旧

官吏，而代之以新人马、新机器

公社自然解散不了凡尔塞的议会政府和军队，在

巴黎，公社也没有把残存的政府机构一笔勾销，公社

任用了原来的工作人员，填补了空缺的岗位，没有取

消警察机构，对资产阶级附属的国家机构如银行则根

本没有触及。马克思绝口未谈公社建立“新的国家机

器”。国民自卫军是全民的武装，根本不是国家机器。

政权机关的最大变动是选举了几十个公社委员，成立

了十个委员会。如果说更换了领导人和一些工作人

员或改变名称就是打碎国家机器，那么哪一次政变不

是如此呢？这值得马克思特书一笔吗？

三、马克思论述的“打碎国家机器”就是指

取消国家机器，实现直接民主

“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国家机器，并运用它

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及其遍布各地的机关———

常备军、警察、官僚、僧侣和法官⋯⋯具有为进行社会

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的性质，具有阶级统治极

其的性质⋯⋯

⋯⋯帝国制度是⋯⋯资本奴役劳动的工具的国

家政权的最淫贱和最后的形式。

公社就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

⋯⋯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以武

装的人民代替它。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

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都只应领

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

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

的消失而消失了。⋯⋯

⋯⋯着手摧毁精神压迫的工具，即“僧侣势力”

⋯⋯

法官⋯⋯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并且可以撤

换。

⋯⋯旧的中央集权政府就得也在外省让位给生

产者的自治机关。⋯⋯即消灭以民族统一的体现者

自居同时却脱离民族，驾于民族之上的国家政权。”［6］

毫无疑问，从马克思的行文看，巴黎公社没有简

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就体现在公社的上述几个

民主措施上，即从制度上取消中央集权国家政权及其

常备军、固定特权官吏、僧侣势力和旧式法官等国家

机器。

关于这一思想，马克思的很多话是说得很明白

的。如：“摧毁现代国家政权的新公社”［3］“现在已被

废弃的国家政权”［3］列宁在《马克思主义论国家》中摘

引了马克思的话，并批到：“‘公社制度’=‘消灭’是寄

生赘瘤的‘国家制度’”。［5］列宁还指出：“‘消灭国家政

权’这个‘寄生赘瘤’、‘铲除’它、‘破坏’它，‘国家政权

现在已经成为废物’，马克思在评价和分析公社的经

验时，关于国家就是这样谈的⋯⋯”。［4］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草稿中还写道：所有的革

命只是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善，而没有摈弃这个令人窒

息的梦魔。［3］“公社是国家政权、集中化行政权力的对

立物，⋯⋯这次革命不是一次反对哪一种国家政权形

式———正统的、立宪的、共和的或帝制的国家政权形

式的革命，它反对国家本身，这个社会的超自然的怪

胎的革命⋯⋯它是为了粉碎这个阶级统治的凶恶机

器本身而进行的革命。”［3］“⋯⋯无产阶级，才能够粉

碎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也就是集中化组织起来

的窃居社会主人地位而不是充当社会公仆的政府权

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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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可是在读这些话时，

人们总是不由自主地在“国家机器”、“国家政权”、“国

家本身”之前加上“资产阶级”的修饰语。而马克思认

为消灭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同时就消灭了国家机器。

这正像消灭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同时也就消灭了剥

削制度一样。马克思有时也在国家前面加个“现代”

字样，但原因在于，欧洲中世纪处于封建割据和宗教

统治之中，属于中央政府的特殊力量无足轻重，为此

马克思还强调现代国家政权起源于后来的君主专制

时代。

四、“取消国家机器”不是无政府，这一理

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不矛盾

国家一词有不同的含义。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

是“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

会脱离的力量”，［6］“作为国家的国家”是“特殊的镇压

力量”。［l5］这种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也就是国家机

器。这里国家的内涵也就是国家机器。马克思所要

消灭的就是作为实行镇压的特殊机器的国家。用这

些特殊力量组成国家对于胜利的人们来说，是“现成

的”政治制度或政治形式。“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

国家机器，就是不能因袭这种既有的政治制度，就是

要在政治制度中不使用国家机器这种特殊力量。

国家也有政府或政权的意思。巴黎公社作为政

权或政府似乎也可以称为国家。但恩格斯指出：“巴

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新的国家毋

宁叫做“公团”或“公社”。［5］马克思后来也没有禁止使

用国家一词。列宁认为，“马克思既然把‘国家’叫做

寄生赘瘤，也就‘几乎’说到了消灭国家。但是问题不

在于名词，而在于实质。”［5］由于现在存在国家机器，

也就忽视了马列原来讲的革命胜利后的国家是没有

特殊镇压机器的国家。

列宁有时也把无产阶级的政权机构称为“国家机

器”，把没有庞大镇压机器的无产阶级专政也称作“国

家”。但列宁指出，因为现在是多数人镇压少数人，

“只要有很简单的‘机器’。即几乎可以不要‘机器’，

不要特殊的机构。而只要有武装群众的组织”就行

了。这种没有庞大机器的国家是打上引号的“国家”，

“过渡性质的国家”，［7］是“国家制度的残余”，［4］是“半

国家”，［5］“无产阶级专政不完全是国家”，［5］“国家消

失的过渡形式是（从国家到非国家的过渡）是‘组织为

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5］

马克思消灭国家机器的思想和无政府主义打倒

国家的主张是有重大区别的。与马克思同时代的巴

枯宁鼓吹“个人的绝对自由”，“否认一切立法、一切权

威”，他的口号是“破坏一切”。巴枯宁在同期的里昂

起义中，提出废除国家的行政机器和管理机构，废除

民事和刑事法庭。马克思认为，并不应该废除“旧政

府权力的合理职能，”只是应当“铲除”“纯粹压迫性机

关”，［3］“摧 毁”“政 府 的 镇 压 力 量 和 控 制 社 会 的 权

威。”［3］政府还存在，作为军队的人民的直接武装力量

还应当存在，警察、法官、法律还会存在。总之，马列

的主张不是“无政府”，并且存在过渡性质的国家。

五、马克思赞成取消国家机器，主旨是确

保政权的人民性，防止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

马克思为什么赞成取消国家机器呢？其观点可

以归纳如下：D国家机器是捐税和国债的温床，存在

国家机器必须养活大量寄生虫；国家机器与议会制是

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总机构；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和机器，是统治阶级控制社会的镇压力量，是压迫性

的，是社会主人而不是社会公仆；旧的军队、警察、政

府和法庭是少数人的私有财产，少数人是他们的固定

主人； 历次统治阶级中轮流争夺霸权时，都把庞大

的国家机器看作是胜利的主要掠夺品；每次革命胜利

后，人民刚刚放下手中的武器，这些武器就被用来反

对自己；这一次巴黎人民之所以能反抗，能取得政权，

就是因为巴黎摆脱了军队，武器在人民手中。总之，

对国家机器来说，工人阶级不可能“运用它来达到自

己的目的。”因此，为了达到解放的目的，必须找到胜

利后把权力保持在人民手中的办法。

马克思认为巴黎公社提供了这方面的办法，主要

有：D取消常备军。武装力量掌握在人民手中，政府

一旦违背人民利益，人民能够轻易反抗； 取消官僚

特权。去掉令人倾心的官职、金钱和权势，或收入待

遇差别不大，从而防止人们追求升官发财，产生新的

剥削阶级和特权阶层； 取消固定官吏，实行直接人

民民主。必须使官吏的任免权掌握在绝大多数人手

中，在他们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时可以随时撤换，

即用随时可以撤换的勤务员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

作福的老爷； 取消中央集权和专制，通过地方自治

确保民主。“巴黎的要求却是：以法国社会本身通过

公社组织而取得的政治统一去代替曾起过反封建作

用的中央集权制”。［3］“用最简单的概念来说，公社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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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初步破坏这个机器，代之以真正的自治。这

种自治在工人阶级的社会堡垒———巴黎和其它大城

市就是工人阶级的政府。”［3］马克思指出，公社采取了

上述措施，实现了廉价政府，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

基础，是工人阶级执掌政权的形式，可以达到劳动解

放的目的。

恩格斯在为《法兰西内战》单行本写的序言中概

述了上述思想：“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

仆变为社会主人⋯⋯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做法，一

是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由普

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

举者。二是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

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能可靠地防止人

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这种炸毁旧的国家政权并以

新的国家政权来代替的情形已经在《内战》第三章中

作了详细的描述。”［3］

六、“打碎国家机器”的论述虽有不够现实

的内容，但也有极其重要的精华

弄清“打碎国家机器”思想的本来含义，并不是肯

定巴黎公社的具体做法都可机械套用。如果没有常

备军，革命的胜利就难以巩固。恩格斯后来多次强调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暂时需要国家，是对这一问题的

补充。俄国十月革命原想取消常备军，但很快改变了

做法。现在，由于敌对社会制度的存在，且军事技术

高度复杂，只有武装的民兵显然是不行的。另外，公

社只注重民主，而缺乏足够的集中，缺乏党的有效领

导，法国各地的起义没有总计划和统一的指挥，起义

被各个击破。公社宣称的地方“绝对自治”也不够现

实。马克思对“打碎国家机器”的具体看法是通过对

法国国家机器和巴黎公社特定问题的具体分析得出

的。在这类问题上，用得着这句话：“我们的任务不是

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

的决定。”［8］

但马克思肯定这些措施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当

时的革命不是有共产党领导的有明确社会主义目标

的革命，在有群众普遍参加的革命中，如果在胜利后

立即实行普遍的民主，使政府按人民意志办事，就有

可能走上劳动人民的解放道路。

尽管现实与马克思的论述不完全相符，我们不能

完全打碎国家机器，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和巴黎公社

的民主实践，仍然闪耀着灿烂的光辉。巴黎人民发挥

自己的革命积极性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人阶级的

民主政权，采取了有力的措施防止新的政权和新的官

吏变质；公社废除了官吏特权，真正实现了官民平等；

公社破除了等级授职制和职务终身制，真正实现了人

民的选举权和监督罢免权；公社在领导体制中，还真

正实现了集体领导的正确原则；公社也实行了直接民

主，力图使群众直接参与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决

策。公社恢复和重建了许多群众组织，公社委员接受

群众的直接监督，他们经常出席俱乐部和其它集会，

报告工作，倾听批评和监督。在公社的领导下，曾经

把工厂企业以至学校和文化单位，交由群众直接管

理。这些措施都是非常可贵的。即使那些没有普遍

适用性的措施，其追求民主防止蜕化变质和异化的可

贵精神也足以激励我们开动脑筋，探讨更加适宜的政

治经济体制。马克思高度重视巴黎公社的这一经验，

以至于把它作为对《共产党宣言》的唯一修改。中国

革命胜利之时，毛泽东与黄炎培的著名对话，就是讲

要在革命胜利后，通过民主监督防止党的蜕化，可以

说，二者惊人地相似。马克思的上述思想，对于我们

搞好政治体制改革，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政治

文明，对于我们抑制特权现象，防止腐败制度化合法

化，对于我们实现社会主义宗旨，切实保障最广大人

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都是富有启发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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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lourish of the Poems on History in Tang Dynasty and Its Cultural Rea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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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riting of the poems on history fIourishes most in Tang Dynasty，the cuIturaI reasons for this fIourish
are the psychoIogicaI base of vaIuing experiences and worshipping the ancients，poets’profound knowIedge of history，
their great zeaI of taking part in poIitics，their rich traveIing experience，and the tradition of ancient po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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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Reunderstand the Original Connotation of“Destroying the National Machine”

LI Ji - guang
（The Party SchooI of HuIu HuIu IsIang City l25000 China）

Abstract The UsuaI expIaination to Marx’s“Destroying the NationaI Machine”is wrong. It’s originaI connotation
incIude that the proIetarian regime shouId aboIish the nationaI machine，“Destroying the NationaI Machine”is maiIy to
impIement democracy ，and it’s aim is to reaIize the Iiberation of working cIass in economy and society and prevent the
conersion of sociaI pubIic servant to sociaI mas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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