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恩格斯对巴枯宁 “反权威论” 的批判方法与启示
———基于 «论权威» 的文本考察

李紫娟

【内容提要】 巴枯宁作为无政府主义的典型代表ꎬ 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出发ꎬ 以历史唯心主

义的抽象自由观为哲学立场ꎬ 大肆宣扬和鼓吹个人绝对自由ꎬ 炮制了一系列为实现自由而反对一切

权威和国家的理论观点和主张学说ꎬ 公开质疑并反对马克思主义ꎮ 对此ꎬ 恩格斯在 «论权威» 一文

中从哲学认识、 历史认知、 辩证方法和价值立场四个方面ꎬ 全面深刻地分析批判了巴枯宁的反权威

观点和主张ꎮ 恩格斯对巴枯宁反权威观点和主张的全面分析批判ꎬ 对于我们今天认清权威现象ꎬ 揭

示权威本质ꎬ 正确把握权威与自治关系以及研究权威理论和问题都具有方法论的启示ꎮ
【关键词】 恩格斯　 «论权威» 　 巴枯宁　 反权威论

作者简介: 李紫娟 (１９８３－ )ꎬ 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ꎮ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ꎬ 国际工人运动遭受严重挫折ꎬ 各国反动政府加紧对第

一国际发难进攻ꎬ 以巴枯宁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乘机炮制各种反权威的政治言论和主张ꎬ 企图颠

覆国际工人运动ꎬ 篡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领导权ꎮ 针对此ꎬ 恩格斯撰写并创作了 «论权威» 一文ꎬ
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ꎬ 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ꎬ 层层剖析了巴枯宁

反对和否定一切权威的哲学基础和谬论ꎬ 深刻而系统地阐述了权威的基本内涵、 权威在革命中的重

要性、 权威与自治的关系等问题ꎬ 廓清了权威理论认知的迷雾ꎬ 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权威理论的重要

价值ꎮ 恩格斯对巴枯宁反对一切权威理论的批判ꎬ 彰显了恩格斯批判错误思潮的科学方法论自觉ꎮ
系统梳理恩格斯对巴枯宁 “反权威论” 的批判并分析其运用的科学方法ꎬ 对于我们今天回击各种错

误思潮ꎬ 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具有重要意义与现实价值ꎮ

一、 巴枯宁 “反权威论” 的核心观点

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典型代表ꎬ 巴枯宁认为ꎬ 自由是个人的绝对权利ꎬ 没有自由就没有幸福ꎬ
但自由和权威是对立的ꎬ 不能同时存在ꎮ 在他看来ꎬ 任何权威都是对自由的约束ꎬ 只有消灭权威ꎬ
才能实现真正的绝对自由ꎬ 从而炮制了一系列反权威的理论原则和政治主张ꎬ 形成了他的反权威论ꎮ

１. 以唯心主义的 “抽象自由观” 捍卫小资产阶级的 “绝对自由”ꎬ 否定物质第一性的唯物主义

世界观

巴枯宁从抽象人性论的立场出发指出ꎬ 人类的历史就是由动物性状态进化到人性状态ꎬ 人类进

化的目标也在于完成人性ꎬ 而只有当人得到绝对自由时ꎬ 人性才能获得最完满的实现ꎮ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中期ꎬ 他在为意大利的无政府主义团体起草的纲领中就明确指出ꎬ “自由是一切成年男女无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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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得任何人批准而进行活动的绝对权利ꎬ 他们只听从自己的良心和自己的理性的决定ꎬ 他们的行动

只能由自己的意志来决定”①ꎮ 在巴枯宁看来ꎬ 至高无上的自由是建立人类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 “一
个唯一的教条ꎬ 一项唯一的法律ꎬ 一个唯一的道德基础”②ꎮ 人类社会如果没有将自由作为 “唯一的

创造原则”ꎬ 一旦将自由变成一种有限的、 形式上的、 严格地为国家所规定出来的自由ꎬ 就会 “退
到奴隶制和野蛮状态去”③ꎮ 巴枯宁所崇尚的是一种绝对的、 无界限的、 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ꎬ
没有任何法律约束ꎬ 也没有必要遵循社会秩序的完全自由的世界ꎮ 事实上ꎬ 人在自然界活动和生活ꎬ
必然要受到物质条件和自然规律的约束和限制ꎮ 但巴枯宁却将自由放置在抽象的人性论中讨论ꎬ 将

“全部现实的基础从现实世界搬到思想世界”④ꎬ 从根本上否定了自然界和社会客观规律的客观存在

性ꎬ 颠倒了现实世界与思维原则的辩证关系ꎬ 是脱离实践的抽象的唯心主义自由观ꎮ 这种抽象的绝

对个人的自由观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实现的ꎬ 它只是巴枯宁为了捍卫马克思多次指出的 “鲁滨

逊” 式的个人小资产阶级利益而提出的 “乌托邦”ꎮ
２. 以唯心主义 “反对一切权威存在”ꎬ 否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巴枯宁从追求绝对个人主义的自由观出发ꎬ 提出要实现个人绝对自由ꎬ 就必须扫除干涉自由的

一切权威和国家ꎬ 从而将自由和权威绝对地对立起来ꎮ 在巴枯宁看来ꎬ 权威是一个否定性的概念ꎬ
“权威＝国家＝绝对的祸害”⑤ꎬ 并宣称 “一切权威都是虚假的、 专横的和极其有害的”⑥ꎮ 在巴枯宁

的眼里ꎬ “权威” 这个字眼简直是一种罪孽ꎮ 只要有权威ꎬ 就会对个人造成奴役、 压迫和剥削ꎬ 从

而对个人的自由进行限制和约束ꎮ 他指出ꎬ 任何由官方强加于人的权威和任何权力的影响ꎬ 都会直

接变成压迫和虚伪ꎬ 都会把奴隶性和荒谬性强加于人ꎮ 对此ꎬ 他将资产阶级共和国和无产阶级革命

专政的权威一律看作剥削和专制制度的必然的根源而加以仇视和反对ꎬ 并提出要把一切权威从社会

生活中铲除掉ꎮ 所以ꎬ 巴枯宁反对国际工人运动的权威ꎬ 将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污蔑为 “在人民的统

治的名义下勇敢地宣布了人民对国际的奴隶般的依附”⑦ꎬ 从而 “要求把废除权威作为社会革命

的第一个行动”⑧ꎮ 巴枯宁反对一切权威的观点和要求绝对自由是一样的ꎬ 他并没有从社会现实出发

去考察无产阶级所处的历史阶段和现实需要ꎬ 而是以先验和绝对的抽象人性论作为立足点ꎬ 将人类

历史看作 “人性的发展” 对人的 “动物性” 的 “不断否定”ꎬ 将自由和权威对立ꎬ 从而否定一切权

威ꎬ 否定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进步的直接动力的唯物史观基本观点ꎮ
３. 以形而上学方法将 “权威与自治” 绝对对立ꎬ 否定权威和自治对立统一的唯物辩证法

巴枯宁宣称ꎬ 追求绝对自由是每个人唯一的信条ꎬ 而权威作为系统化的统治和剥削ꎬ 必然会对

自由进行侵犯和约束ꎮ 因此ꎬ 他极端地仇恨一切权威ꎬ 鼓吹要废除一切权威ꎮ 在巴枯宁看来ꎬ 权威

是一种绝对坏的东西ꎬ 它是扼杀自治的天敌ꎬ 有权威存在ꎬ 就必然带来个人和社会的不自由和不自

治ꎮ 要实现个人和社会的绝对自治ꎬ 就必须消灭权威ꎬ 将自治原则作为一切组织绝对唯一的原则ꎬ
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完全自由基础上的至善 “自治”ꎬ 从而将 “权威与自治” 绝对对立起来ꎮ １８７１
年ꎬ 为了反对国际总委员会的权威和宣扬自治原则ꎬ 巴枯宁委派汝拉联合会在桑维耳耶代表大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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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肆宣扬支部完全 “自治” 的无政府主义原则ꎮ 在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下ꎬ １８７２ 年国际工人协

会西班牙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甚至通过了关于修改 «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 给地方支部以更大

自治权的建议ꎮ 但巴枯宁反对任何权威、 宣扬无政府主义的 “自治” 原则ꎬ 在革命实践中是与现实

背离而无法真正实行的ꎮ １８７３ 年的西班牙事件正是由于缺乏集中统一领导的权威ꎬ 实行自治的支部

又无力独自面对反对派的疯狂进攻ꎬ “只能是无限制地和荒谬地分散革命的斗争力量ꎬ 让政府用一

小撮兵士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就把各个城市一一征服”①ꎬ 从而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失败后果ꎮ 巴枯宁并

没有根据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辩证地看待权威与自治的关系ꎬ 而是将权威与自治完全割裂对待甚至

绝对化ꎬ 全盘否定一切权威ꎬ 一味绝对肯定自治ꎬ 不仅陷入了形而上学的错误认识ꎬ 而且最终走向

了一条只要自由不要纪律、 只要自治不要权威的唯心主义道路ꎮ
４. 以 “废除国家” 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ꎬ 否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巴枯宁认为ꎬ 国家是万恶之源ꎬ 主张废除国家ꎮ 在巴枯宁看来ꎬ 国家 “是对它的所有成员的个

人自由的否定的总和”ꎬ “只有当国家不再存在的时候ꎬ 人类才会得到自由”②ꎮ 巴枯宁将 “国家”
与 “奴役” “压迫” 等概念等同起来ꎬ 并指出ꎬ “如果有国家ꎬ 就必然有统治ꎬ 因而也就有奴役”③ꎮ
在巴枯宁眼里ꎬ 任何国家既是对自由的一种羁绊ꎬ 也是工人和农民的剥削者和压迫者ꎬ 因为 “国家

只是一种压迫的抽象”④ꎮ 对此ꎬ 巴枯宁还质问马克思: “如果无产阶级成了统治阶级ꎬ 它去统治谁

呢?”⑤ 他认为ꎬ “国家ꎬ 即使叫它十遍人民国家ꎬ 哪怕用最民主的形式把它装饰起来”ꎬ 也都是建立

在统治、 暴力和专制基础上的ꎬ 这 “对无产阶级来说也必然是监狱”ꎬ 从而得出 “国家就是坟墓”⑥

的结论ꎮ 因此ꎬ 巴枯宁将废除国家作为 “唯一的和直接的目标”⑦ꎬ 鼓吹无产阶级要想获得解放ꎬ 首

要的条件就是要废除一切国家ꎮ 但巴枯宁反对通过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废除国

家ꎮ 他宣扬一切通过革命取得的政权都是骗局ꎬ 与当时存在的政府一样危险ꎬ 唯有依靠农民和流氓

无产者通过 “煽动” 和 “密谋” 自发暴动ꎬ 才能在 ２４ 小时内推翻国家政权ꎬ 废除一切国家ꎬ 建立

一个每个人都绝对自由的无政府主义社会ꎮ

二、 恩格斯对巴枯宁 “反权威论” 的分析批判方法

巴枯宁以历史唯心主义的抽象自由观为哲学立场ꎬ 鼓吹和炮制了一系列为了实现自由而反对一

切权威和国家的理论观点和学说主张ꎬ 恶意歪曲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ꎬ 并提出要建立一个没

有权威的无政府主义社会ꎬ 公开质疑并反对马克思主义ꎮ 针对巴枯宁公开质疑和攻击马克思主义的

不良企图ꎬ 恩格斯深刻批判了巴枯宁反对一切权威的谬论ꎬ 从哲学认识、 历史认知、 辩证方法和价

值立场四个方面针锋相对地揭示了巴枯宁唯心主义的本质ꎬ 充分论证了权威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ꎬ
揭露了巴枯宁反对一切权威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本质ꎮ

１. 运用唯物主义世界观揭示巴枯宁捍卫 “绝对自由” 的唯心主义世界观

巴枯宁不是以客观的物质现实为出发点ꎬ 而是从个人主观观念和想象出发去认识自然界和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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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ꎬ 以追求绝对自由作为人 “唯一道德基础” 属性ꎬ 走向了绝对自由的无政府主义ꎬ 旨在捍卫资

产阶级个人的绝对利益ꎮ 对此ꎬ 恩格斯从科学的实践出发严厉地批判了巴枯宁绝对自由观点的谬论ꎮ
巴枯宁认为ꎬ 自由是纯粹人性的体现ꎬ 是绝对的、 无条件的ꎬ 也是无界限的ꎮ 对此ꎬ 恩格斯批判巴

枯宁的 “绝对自由” 是脱离现实的空谈ꎮ 在恩格斯看来ꎬ 自由是相对的、 有条件的、 有界限的ꎮ 他

指出ꎬ 人只有通过能动的实践活动ꎬ 并在 “现有的生产力” 决定的条件和基础上才能获得自由ꎬ 因

为 “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作出决定的能力”①ꎮ 唯物主义认为ꎬ 人生活和活动在客观

存在的自然界中ꎬ 必然会受到自然条件和自然规律的限制ꎮ 而物质生活条件也会制约和影响从事物

质生产的现实中的个人ꎬ 所以人对自然界的认识过程也是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而逐步深化的过

程ꎮ 只有从客观实际出发ꎬ 尊重和按照客观规律办事ꎬ 在不违背客观规律和符合历史发展的前提下

行动ꎬ 人们的意志自由、 活动自由才有可能实现ꎮ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ꎬ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ꎬ 而 “人

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ꎬ 在其现实性上ꎬ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②ꎮ 个人是存在于一

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具体的、 现实的人ꎮ 将个人自由的实现放置在社会中去考察ꎬ 个人自由是受限于

社会的物质基础和经济关系的ꎮ 人作为社会中活动的人ꎬ 行动必然要受到一定社会纪律的限制和约

束ꎮ 自由也只能是一定约束下的自由ꎬ 而不能是无节制无约束的绝对自由ꎮ 如果有像巴枯宁所说的

“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自由” 的话ꎬ 那就是按照自己的 “意志” “良心” 做事ꎬ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ꎬ
那也一定会对其他社会成员造成绝对的不自由ꎬ 这跟唯物史观所提出的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

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是对立的ꎮ 巴枯宁的绝对自由观是超阶级的唯心主义观点ꎬ 他不懂用阶级和

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工人的不自由ꎬ 看不到资本主义剥削阶级的自由和工人的不自由ꎬ 还将国家

与自由绝对对立ꎬ 认为国家是对个人自由的约束ꎮ 巴枯宁将个人自由看得高于一切的绝对自由观实

质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ꎮ 对此ꎬ 马克思主义认为ꎬ 在阶级社会中ꎬ 自由是有其阶级内容的ꎮ 在资

本主义制度下ꎬ “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ꎬ 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③ꎬ 工人就

不可能获得完全自由ꎮ 所以ꎬ 只有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ꎬ 建立无产阶级专政ꎬ 最终实现共产

主义社会ꎬ 全人类才能真正自由全面发展ꎮ
２.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露巴枯宁 “反权威” 虚伪性的唯心主义历史观

巴枯宁并未从社会现实出发考察历史ꎬ 而以抽象的人性论作为出发点ꎬ 去恶意曲解权威ꎬ 认为

权威是虚假的ꎬ 所以反对一切权威ꎮ 对此ꎬ 恩格斯论证了权威存在的客观必然性ꎬ 揭示了巴枯宁反

权威的虚伪性ꎮ 恩格斯在 «论权威» 一文中ꎬ 首先对权威的内涵进行了界定ꎮ 他指出: “这里所说

的权威ꎬ 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ꎻ 另一方面ꎬ 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ꎮ”④ 在恩格斯看来ꎬ
权威包含两层意思ꎬ 即权威主体具有强制性和权威客体必须以服从为前提ꎮ 一方面ꎬ 权威主体具有

强制性ꎬ 但强制不是权威主体无限度的、 不考虑客体意志的强加ꎬ 而是充分考虑客体利益的结果ꎮ
巴枯宁认为ꎬ 权威是坏的ꎬ 是危害人和社会的东西ꎮ 但在恩格斯看来ꎬ 社会的 “问题是靠权威来解

决的”ꎬ 社会需要权威强加给所有人ꎬ 运用强制性的规则和手段进行管理ꎬ 从而保障社会生产生活

的正常运转ꎮ 另一方面ꎬ 权威客体的服从也不是消极、 被动地屈服于主体ꎬ 而是主观意愿的结果ꎮ
恩格斯在文中运用工业化大生产和铁路运行、 遇难航船的实例来阐述权威客体是基于对自身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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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和利益的保护考虑ꎬ 对权威主体的服从是遵循内心自愿的服从ꎬ 进而说明在社会大生产和生活

中权威客体对权威主体的服从逐渐会转为一种自愿自觉的认同ꎮ 对此ꎬ 恩格斯得出ꎬ 权威是客观存

在的ꎬ 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ꎮ 不管社会生产组织如何变化ꎬ 权威都是社会大生产需要的产物ꎬ 是

权威主体的强制性与权威客体的服从性的统一ꎬ 对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推动社会化大生产具有重要

的作用ꎮ
而且伴随工业和农业的发展ꎬ 物质生产和流通条件的进一步复杂化ꎬ 权威的范围还会扩大ꎬ 谁

“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ꎬ 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ꎬ 即想消灭蒸汽纺纱机而恢复手纺车”①ꎬ 就意味

着背离历史唯物主义ꎬ 走向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陷阱ꎮ 巴枯宁消除一切权威的观点ꎬ 本身就是自相

矛盾的ꎮ 他强调消除权威ꎬ 但又主张社会革命ꎬ 而社会革命是最权威的东西ꎬ 只要有革命ꎬ 权威的

存在就无法避免ꎬ 但他又幻想通过 “天才人物” 的领导来进行 “社会清算” 从而实现社会自治ꎮ 对

此ꎬ 恩格斯反驳道ꎬ “在这种情况下ꎬ 权威将会消失呢ꎬ 还是只会改变自己的形式”ꎬ “这些先生以

为ꎬ 只要改变一下某一事物的名称ꎬ 就可以改变这一事物本身”ꎬ “但是ꎬ 他们闭眼不看使权威成为

必要的种种事实ꎬ 只是拼命反对字眼”②ꎮ 恩格斯强调: “他们要想给这种或那种行为定罪ꎬ 只要把

它们说成是权威的就行了ꎮ”③ 巴枯宁既反对一切权威ꎬ 但又背着第一国际建立了国际社会主义民主

同盟这个半秘密组织ꎬ 要求同盟的盟员服从他的秘密组织铁的、 无条件的纪律ꎬ 要求成员自愿地服

从它的权威ꎬ 这充分暴露了巴枯宁以恶意滥用权威来掩盖维护资产阶级自身利益的不可告人的政治

目的ꎬ 彰显了反权威的虚伪性ꎬ 反映了巴枯宁反权威的真正目的是分裂和破坏第一国际总委员会ꎬ
进而篡夺国际工人运动领导权ꎮ

３. 运用唯物辩证法批判巴枯宁 “权威和自治根本对立” 的形而上学观点

巴枯宁将权威和自治完全对立起来ꎮ 针对巴枯宁这种 “没有摆脱形而上学的抽象”④ 的荒谬认

识ꎬ 恩格斯从社会客观实际出发ꎬ 在分析权威存在的客观性基础上ꎬ 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权威与自

治的关系ꎮ 在恩格斯看来ꎬ 权威是客观存在的ꎬ 不仅不会消失ꎬ 而且在社会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ꎮ
伴随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生产的发展ꎬ 社会生产联合活动会越来越多ꎬ 但 “联合活动就是组织起

来ꎬ 而没有权威能够组织起来吗”⑤? 恩格斯在 «论权威» 一文中使用棉纺纱厂和铁路运行这样的具

体实例来分析说明在统一规定劳动时间、 劳动工序的生产过程中ꎬ 一个统一集中的权威对正常的生产

和调度发挥着关键作用ꎮ 他指出ꎬ 在棉纺厂的车间里 “时时都会发生有关生产过程、 材料分配等的细

节的问题不管这些问题是怎样解决的个别人的意志总是要表示服从ꎬ 这就是说ꎬ 问题是靠权

威来解决的”ꎻ 在铁路运行的过程中ꎬ 权威作为 “处理一切管辖问题的起支配作用” 的意志ꎬ 可以保证

所有人的配合ꎬ “假如铁路员工对乘客先生们的权威被取消了ꎬ 那么ꎬ 随后开出的列车会发生什么事情

呢”⑥ꎬ 后果谁都无法设想ꎮ 从恩格斯的分析中可以看出ꎬ 一个统一意志的领导权威是社会秩序正常

运行的保障ꎮ 因此ꎬ 恩格斯得出ꎬ “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ꎬ 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

的东西ꎬ 这是荒谬的”⑦ꎬ 这是恩格斯对巴枯宁反权威的片面观点强有力的回应ꎮ
在此基础上ꎬ 恩格斯对巴枯宁将 “权威和自治根本对立” 的形而上学观点进行了批驳并明确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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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ꎬ 权威与自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ꎮ 一方面ꎬ 恩格斯反对仅强调权威而忽视自治ꎮ 他在文中引用但

丁在 «神曲» 中所描述的地狱大门上的题词 “进门者请放弃一切自治”①ꎬ 来讽刺在资本主义机器大

工业生产过程中资本家对工人的绝对权威ꎬ 致使工人丧失自治或自由ꎮ 此时的工人不再是一个人ꎬ
而仅仅是作为机器大生产过程中的某个转动的零件ꎮ 这种不正当的权威关系剥夺了工人自由的时间

和个人的自治空间ꎬ 从而引起工人革命ꎮ 因此ꎬ 恩格斯强调ꎬ 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一种以实现

人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的新型的社会权威关系ꎮ 另一方面ꎬ 恩格斯也反对推崇自治而否定权威ꎮ 在

恩格斯看来ꎬ 盲目推崇自治会导致整个社会秩序混乱ꎬ 因为 “自治在本质上追求免于无端干预而自

主行动的权利但由于自治主体的本位主义倾向和自治能力的不足ꎬ 对自治施以正当的控制便成

为必要”②ꎮ 对此ꎬ 他驳斥巴枯宁ꎬ “每一个人、 每一个乡镇ꎬ 都是自治的ꎻ 但是ꎬ 一个哪怕只由两

个人组成的社会ꎬ 如果每个人都不放弃一些自治权ꎬ 又怎么可能存在”③ꎮ 所以ꎬ 他认为ꎬ 在社会生

活中盲目追求完全的自治、 否定权威是脱离现实的ꎬ 也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ꎮ 因此ꎬ 恩格斯得出ꎬ
权威和自治是相对的关系ꎬ “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④ꎮ

４. 运用无产阶级革命观驳斥巴枯宁 “废除国家” 的资产阶级价值立场

巴枯宁提出要通过革命废除国家ꎬ 建立无政府主义ꎮ 针对巴枯宁的这一错误观点ꎬ 恩格斯运用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ꎬ 从革命本身的特点出发ꎬ 结合无产阶级所处的现实和历史

阶段进行分析ꎬ 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权威存在的必然性和积极作用ꎬ 全面批判了巴枯宁通过革命废

除国家、 否定无产阶级专政、 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价值立场ꎮ 恩格斯在文中明确指出: “革命无疑

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ꎮ”⑤ 为进一步论证这一观点ꎬ 恩格斯在文中首先对革命内涵进行了阐释ꎮ 他写

道: “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 刺刀、 大炮ꎬ 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

志ꎮ”⑥ 在恩格斯看来ꎬ 革命本是一个阶级运用暴力手段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ꎬ 从而以阶级暴力权

威来巩固革命成果的必要手段ꎮ 革命与权威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ꎮ 他还在文中用巴黎公社的例子来

论证这一点ꎮ 他反问道: 巴黎公社为什么会失败ꎬ “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

少了吗”⑦? 巴黎公社失败的例子证明ꎬ 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ꎬ 只有在无产阶级政党的权威领导下

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ꎬ 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ꎮ 而巴枯宁却 “要求把废除权威作为社会革命的第一

个行动”⑧ꎮ 对于这一自相矛盾的观点ꎬ 恩格斯不仅将其讽刺为在没有明确革命内涵这一前提下 “散
布的模糊观点”ꎬ 而且称他为 “口头的革命派”ꎮ

巴枯宁不仅主张废除国家ꎬ 以无政府状态代替国家ꎬ 而且在政治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

专政ꎮ 恩格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ꎬ 以经济条件作为阶级斗争和阶级存在的基础ꎬ 对巴枯宁废

除国家的观点进行了强烈的批判并具体说明了建立无产阶级政治权威的必要性ꎮ 在巴枯宁看来ꎬ 国家

创造了资本ꎬ 是一切苦难的根源ꎬ 所以提出要废除国家ꎬ 实现一种自由和无政府的状态ꎮ 对此ꎬ 恩格

斯一针见血地指出ꎬ 巴枯宁 “硬说国家创造了资本”ꎬ “他认为应当消除的主要祸害不是资本ꎬ 就是说ꎬ
不是由于社会发展而产生的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阶级对立ꎬ 而是国家”⑨ꎮ 在恩格斯看来ꎬ 废除资本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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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本的前提和基础ꎮ 无产阶级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ꎬ 才能把生产资料私有变为国

家所有ꎬ 消灭私有制和消除阶级对立ꎬ 才能从根本上消灭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ꎮ 不仅如此ꎬ 恩格

斯认为ꎬ 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ꎬ 获得胜利的政党仍然需要革命和权威来为政治职能服务ꎮ “工人对

反抗他们的旧世界的各个阶层实行的阶级统治只能持续到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被消灭的时候为

止”①ꎬ 到那时ꎬ 无产阶级政治权威才会消亡ꎮ 但巴枯宁 “却要求在产生权威的政治国家的各种社会

条件消除以前ꎬ 一举把权威的政治国家废除”②ꎬ 这毫无疑问是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表现ꎮ 巴枯宁这

种自相矛盾的做法无非是在掩盖他 “废除国家” 的虚伪性ꎬ 其实质是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利益ꎮ

三、 恩格斯批判巴枯宁 “反权威论” 的方法论启示

针对巴枯宁否定一切权威的错误观点ꎬ 恩格斯不仅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批判ꎬ 而且提供了批判错

误观点的科学方法ꎬ 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ꎬ 构建起了马克思主义权威观ꎬ 为我们研究权威

问题提供了遵循的基本原则ꎬ 还为当前批判其他错误社会思潮给予了方法论启示ꎮ
１. 认清权威现象要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认识的哲学基础

权威作为一种社会现象ꎬ 对其认识和研究首先要思考的是权威是物质现象还是精神现象、 是客

观存在还是主观感受等基本问题ꎮ 对于这些基本问题的回答其实涉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种截然

对立的观点ꎮ 唯心主义认为ꎬ 意识是第一性的ꎬ 物质是第二性的ꎮ 对此ꎬ 巴枯宁从唯心主义立场出

发认为ꎬ 绝对自由是人性最纯粹的本质ꎬ 而权威限制和束缚了人对绝对自由的实现ꎬ 所以否定一切

权威的客观存在ꎮ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ꎬ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ꎬ 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

作用ꎮ 基于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ꎬ 恩格斯认为ꎬ 权威是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现象ꎬ 它的形成和发

展具有一定的社会现实根源ꎮ 马克思主义认为ꎬ 人类 “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

料ꎬ 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③ꎮ 对伴随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权威现象来说ꎬ 它的发展也应该到物

质生产活动中去寻找ꎬ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ꎬ “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ꎬ 不应当到人

们的头脑中ꎬ 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ꎬ 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

式的变更中去寻找”④ꎮ 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进行一定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来满足生存的需要ꎮ 随着

社会的发展和分工的不断深入ꎬ 每个个体在社会生产实践中所从事的具体活动不一样ꎬ 人们只有形

成一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生产关系ꎬ 才有可能进行正常的物质生产活动ꎮ 而要实现具有社会

性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ꎬ 保障社会生产活动有秩序地进行ꎬ 权威的客观存在就必不可少ꎬ 这就是权

威存在的物质生产实践基础ꎮ
由上可见ꎬ 权威作为一种对他人意志的服从关系ꎬ 它是在一定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经济关系中

形成ꎬ 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ꎮ 一方面ꎬ 权威具有强制性ꎮ 在社会物质生

产实践活动中ꎬ 权威的主体作为支配别人意志的力量ꎬ 只有将自己的意志通过一定的方式强加给权

威的客体ꎬ 使权威的客体服从于一个统一意志的力量ꎬ 才会使权威客体产生并形成服从的意识ꎬ 进

而才能体现作为支配力量的 “别人意志” 的权威主体的权威性ꎬ 保障人类社会生产活动的秩序能够

统一正常运行ꎮ 另一方面ꎬ 权威具有服从性ꎮ 权威主体要想实现它的权威性ꎬ 又必须以权威的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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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服从前提ꎮ 不管这种服从是被动性的服从ꎬ 还是主动性的服从ꎬ 都是要以服从为基础ꎬ 才能确

保社会经济活动正常运行ꎬ 一旦没有服从ꎬ 便没有权威ꎮ 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ꎬ 物质生产条件的

不断变化ꎬ 权威的表现形式与形态也会发生变化ꎬ 服从逐渐会从强制性的服从向自愿的认同性服从

转变ꎮ 所以ꎬ 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ꎬ 权威现象并不是凭空产生的ꎬ 作为意志服从关系的权威根源于

同社会经济生活相关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ꎮ 而恩格斯正是以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为基础ꎬ 对权

威的产生和发展从根源上进行了考察ꎬ 不仅得出权威是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认知ꎬ 而且批判了巴枯

宁否定一切权威的唯心主义权威观ꎬ 揭露了巴枯宁反对一切权威的唯心主义哲学基础ꎮ 因此ꎬ 只有

坚持唯物主义的哲学立场和观点ꎬ 将其放在一定的社会物质关系中进行考察ꎬ 才能真正认清权威的

本质ꎮ 离开唯物主义基本观点ꎬ 脱离物质实践基础去阐释权威的做法都是错误的ꎬ 不仅不能真正剖

析权威产生和发展的根源ꎬ 而且还会陷入各种唯心主义错误的认识之中不能自拔ꎮ
２. 揭示权威本质要坚持历史和阶级观点相统一的人民立场

权威既具有客观性ꎬ 也具有历史性ꎬ 而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表现出不同的形式与形态ꎮ 权威

作为一种服从关系ꎬ 早在原始社会中ꎬ 就已经以它特有的形式而存在了ꎮ 当时由于人类生存的自然

环境较为恶劣ꎬ 人类对社会的认识和改造能力都是有限的ꎬ 因而为了基本的生存ꎬ 人们需要彼此之

间形成一定的氏族关系ꎬ 共同面对各种矛盾和冲突ꎮ 在形成的氏族关系中ꎬ 氏族首领强有力的权威

会使各方不同意志达到集中统一去解决各种危险挑战ꎬ 这为自身的安全生产和简单劳作提供了可靠

的保障ꎮ 进入阶级社会ꎬ 权威就同一定的社会阶级利益联系在一起ꎮ 在剥削社会中ꎬ 权威所代表的

利益是剥削阶级的利益ꎬ 与被剥削阶级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ꎮ 剥削阶级的权威都是站在自身阶级立

场上ꎬ 是少数人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权威ꎬ 这种权威依靠剥削阶级强制力量使被剥削阶级服从ꎬ
从而体现出强制性、 被动性和消极性等阶级性的特点ꎮ 例如在奴隶社会ꎬ 奴隶主依靠 “棍棒权威”
使奴隶无条件地服从ꎻ 在封建社会ꎬ 封建地主专制地运用 “土地权威” 强制农民服从ꎻ 在资本主义

社会ꎬ 资本家使用血腥暴力的 “资本权威” 对工人进行剥削迫使其服从ꎮ
然而ꎬ “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ꎬ 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①ꎮ 无产阶级带

领广大人民通过革命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ꎬ 夺取国家政权ꎬ 建立无产阶级政治权威ꎮ 无产阶级

作为最先进的阶级ꎬ 它的性质和历史使命决定了它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共同利益ꎬ 所以无产阶级的权

威是在人民立场上建立起来并为人民服务的权威ꎮ 无产阶级权威人民性的特点决定了无产阶级权威

作为历史上最为科学进步权威的正当性和合理性ꎮ 因为无产阶级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意志ꎬ 所以权威

体现的是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非强制性ꎬ 也就是说ꎬ 权威的获取和执行都能得到广大人

民的拥护和支持ꎬ 而且这种服从关系的权威会随着历史发展而变化ꎬ 逐渐从强制性的服从转向认同

性服从ꎮ 由此可见ꎬ 权威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ꎬ 而且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其

表现形态和阶级属性也在不断变化ꎬ 这也体现了社会历史发展进步性的趋势ꎮ 对此ꎬ 我们在认识和

研究权威实质和表现形态时ꎬ “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② 进行分析ꎬ 不仅要以深邃的历

史眼光深刻分析权威现象ꎬ 把握权威的社会历史性ꎬ 分析阶级关系的变化ꎬ 而且要充分认识到无产

阶级权威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ꎮ 唯物史观认为ꎬ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③ꎬ
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直接动力ꎬ 而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性的力量ꎮ 无产阶级

权威要想得到实现ꎬ 就必须以人民为中心ꎬ 从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出发ꎬ 其意志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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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和接受ꎬ 达到人民群众对无产阶级政党自愿认同的服从ꎮ 因此ꎬ 研究权威的本质必须坚持历史

和阶级观点相统一的人民立场ꎮ
３. 正确把握权威与自治关系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

关于权威与自治的关系ꎬ 巴枯宁将权威与自治、 自由的关系割裂对立且绝对化ꎮ 对此ꎬ 恩格斯

在界定权威概念的基础上ꎬ 结合工人运动的实际情况阐述权威存在的重要性ꎬ 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

的科学方法分析了权威与自治的辩证关系ꎮ 在恩格斯看来ꎬ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ꎬ 权威服从

关系会从强制性服从逐渐向自愿的认同性服从转变ꎮ 权威作为客体对主体的自愿服从ꎬ 对维护人类

社会生产或生活秩序具有引导和规范作用ꎮ 对此ꎬ 恩格斯明确指出ꎬ 在社会组织的管理和运行中

“要有一个能处理一切所管辖问题的起支配作用的意志ꎬ 不论体现这个意志的是一个代表ꎬ 还是一

个受托执行有关的大多数人的决议的委员会ꎬ 都是一样”①ꎬ 没有权威ꎬ 就不可能将意志集中统一ꎬ
进行有序一致的行动ꎮ 如果一味地否定权威而盲目崇拜自治ꎬ 不仅会导致社会生产生活以及国家治

理层面的混乱无序ꎬ 而且还会葬送革命前途ꎮ 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ꎬ 本质上是将人民群众组织

起来ꎬ 完成政党的使命ꎮ 如果没有权威ꎬ 如何在革命中将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呢? 如果没有权威ꎬ 革

命就会重蹈巴黎公社的失败ꎮ 对此ꎬ 恩格斯明确指出ꎬ “巴黎公社遭到灭亡ꎬ 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

权威”②ꎬ 始终没有形成一个集中和权威的领导集体ꎬ 从而使得巴黎公社陷入了无休止的宗派斗争ꎬ
最后不得不接受失败的苦果ꎮ

但与此同时ꎬ 恩格斯在分析批判巴枯宁将权威与自治的关系绝对化时ꎬ 并没有否认自治ꎬ 而是

肯定了自治的存在ꎮ 他结合当时的革命运动情况指出ꎬ 谁也不会否认支部有自治权ꎬ 可以给支部一

定的自治权ꎬ 但前提是联合会 “把某些全权给予联合会委员会ꎬ 并且最终给予总委员会”③ꎬ 自治需

要遵循联合会总权威的原则ꎮ 因此ꎬ 恩格斯得出ꎬ 权威与自治没有好坏之分ꎬ 两者是相对统一体矛

盾的两个方面ꎬ 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ꎬ 而是始终结合在一起共同对社会和政权的正常运行发挥必要

的作用ꎮ 没有任何限制的绝对自治是没有的ꎬ 但完全脱离自治的权威也是不可能存在的ꎮ 要正确认

识权威与自治的关系ꎬ 就必须将两者统一结合起来考察ꎬ 而不是对立起来ꎮ 事实上ꎬ 这从我们中国

的社会实践中也能看到ꎬ 我们强调维护党中央权威ꎬ 但丝毫不影响我们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和民

族区域自治制度ꎬ 所以权威和自治从来都不是矛盾的ꎬ 不是针锋相对的东西ꎮ 只有将权威领导下的

自治与自治基础上的权威结合起来ꎬ 才能推动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ꎬ 建立无产阶级专政ꎮ 无产阶

级专政是权威与自治相统一的国家政权ꎬ 这是无产阶级政党需要一直贯彻的原则ꎮ 权威和自治的关

系其本质就是民主与集中、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ꎮ 因此ꎬ 我们在考察民主与集中、 中央与地方的

关系时不能将两对关系割裂甚至对立起来ꎬ 而是需要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将两者有机统一结

合起来ꎮ 只有这样ꎬ 才能正确处理好中央与地方、 民主与集中的关系ꎬ 真正贯彻民主集中制和自治

制度ꎬ 维护党中央权威ꎬ 让其共同发挥维护社会秩序和国家政权组织稳定的作用ꎮ
４. 研究权威理论要始终秉持批判继承和发展创新的科学态度

权威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出现后ꎬ 就存在于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ꎮ 国内外学者

从不同的角度对权威现象进行了各个方面的探讨和研究ꎬ 形成了很多关于权威的理论ꎮ 西方学者对

权威理论的研究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ꎬ 虽然他没有明确提出权威的思想ꎬ 但他却提出了著名的 “哲
学家治国” 的权威理念ꎮ 亚里士多德主张民主平等的权威观点ꎬ 强调公民的平等权利ꎮ 中世纪以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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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信仰作为权威的核心理念ꎮ 而近代启蒙运动后ꎬ 以理性为代表的权威观点逐渐占据主导地位ꎬ 很

多西方学者不仅从政治学、 社会学、 管理学等学科的属性对权威进行考察ꎬ 而且都直接或间接地形

成了不同的权威思想ꎮ 如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最早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权威合法性问题

进行了研究ꎬ 并认为权威的本质在于合法性ꎬ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三种合法权威形式理论ꎻ 美国著名

女哲学家玛丽派克福莱特从管理学的角度提出了非人格化的权威观ꎬ 认为权威是由工作中所处

的客观形势及其价值规律决定的ꎮ 而中国早在春秋时期ꎬ 孔子就已经意识到权威对社会发展的重要

性ꎬ 他提出 “畏天命” “畏大人ꎬ 畏圣人之言”ꎬ 就是强调要对自然ꎬ 对体现权威的制度、 法令、 法

规和历史等要有敬畏ꎮ 一旦这些使人信服的权威缺失ꎬ 就会对社会产生危害ꎮ
由上可见ꎬ 古今中外学者对权威的理论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ꎬ 这些对于我们今天研究权

威问题都有值得借鉴的地方ꎬ 但同时这些理论也存在一些问题ꎮ 因此ꎬ 对待这些研究成果ꎬ 要秉持

在批判中继承和在发展中创新的科学态度ꎮ 尤其是对西方权威理论的研究ꎬ 对有价值的内容要加以

分析ꎬ 吸收借鉴ꎬ 为我所用ꎮ 如西方的学者从合法性的视角对权威进行考量ꎬ 并认为权威是合法的ꎬ
这就值得借鉴ꎮ 但也要防止盲目引进和崇拜西方权威理论的教条主义ꎬ 毕竟西方资产阶级是将理性

作为研究权威存在的基础ꎬ 忽视了权威的社会存在基础ꎬ 这本身就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ꎬ 与我

们研究的哲学基础是对立的ꎬ 应该坚决批判ꎮ 同时ꎬ 在批判借鉴的过程中ꎬ 要结合中国的时代发展

和实践要求进行理论创新ꎬ 丰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权威理论ꎮ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余年来ꎬ 在马

克思主义科学的权威思想指导下ꎬ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ꎬ 结合党自身的建设进行权威建设的实践和理

论探索ꎬ 从而确立并始终贯彻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ꎮ 历史已经证明ꎬ “为了建设一个强

大的社会主义国家ꎬ 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①ꎮ 进入新时代ꎬ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 “完
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 作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重要内

容ꎬ 这正是党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科学权威思想的基础上ꎬ 结合新时代的条件和国情ꎬ 对科学社会主

义权威观的丰富和发展ꎬ 也彰显了中国特色的集体领导制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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