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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宪政民主观探析 

周 宁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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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毛泽东宪政民主观以近现代中国现代性思潮为背景，主要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有关民主的论述，是毛 

泽东对革命实践和理论探索的凝结和升华，具有丰富的内涵。它明确了民主的主体是人民，并对民主的物质保障与制度保障 

问题提出了构想和实践。对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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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产物。它促进了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现代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六大 

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 

战略目标和任务 ，并指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根本是要把坚 

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这一 

重要理论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规定了基本 内容。作为 

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 ，毛泽东的民主观对 

党的建设与国家民主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民国时 

期对“德先生”的追求到当今中国共产党加强党内党外民主 

建设，并把它作为现代化的目标之一，可知宪政民主在国人 

心中与民富国强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因而在当今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向前推进之际，回顾一下毛泽东的宪 

政民主观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 现代性思潮下的毛泽东宪政民主观 

自鸦片战争以来，对现代性的追求也即现代化对于中国 

知识分子来说一方面是寻求富强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方 

式，另一方面则是以西方现代社会及其文化和价值为规范批 

判 自己的社会和传统的过程。因此 ，中国现代性话语的最为 

主要的特征之一，就是诉诸“中国／西方”、“传统／现代”的二 

元对立的语式来对中国问题进行分析。由社会契约论发展 

最终形成的宪政民主论的意识形态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发源 

地都在西方 ，毛泽东的思想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中国百年思 

想的流变史。毛泽东宪政民主观也是服务于整个中华 民族 

的现代性蜕变，他希望对外通过有效地将社会组织到国家目 

标中，使落后的中国社会凝聚成为一个统一的力量来完成民 

族主义任务。毛泽东本人多次谈到他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革 

命是对孙中山的民主主义革命的继承和发展，实际上是将这 

个革命理解为对19世纪以来的整个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基本 

问题的解决，并为这个现代化运动制定未来的方向。毛泽东 

的宪政民主观一方面是一种现代化的意识形态 ，另一方面是 

对欧洲和美国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批判；但是，这个批判不 

是对现代化本身的批判，恰恰相反，它是基于革命的宪政民 

主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的立场而产生的对于现代化的资本 

主义形式或阶段的批判。因此 ，从价值观和历史观的层面 

说，毛泽东的宪政民主思想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 

性理论 ，也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宪政民主理论。从政治后 

果方面来看，毛泽东用自己的宪政民主思想构造了一个前所 

未有、笼罩一切的庞大的现代国家体制，而且把社会生活的 

各个方面组织到共产党的周围。毛泽东宪政民主观的形成 

及理解都离不开中国寻求现代性这个历史语境。因而毛泽 

东以悖论式的方式展开他寻求中国现代性的思想努力和社 

会实践 ，他的包含了对现代性的批判性反思的宪政民主思 

想，以及他种种与当下西方流行宪政思潮的背反实践，在中 

国寻求现代性这个历史语境下都可以得到新的理解。 

二 毛泽东宪政民主观的主要内容 

(一)宪政民主主体问题 

从残酷的奴隶社会到禁锢的封建社会，奴隶主与封建主 

所建立的民主都是少数人的民主。当今的西方资本主义国 

家大肆宣扬所谓的民主政治，但其形式上的民主是建立在经 

济的不平等之上的，因而只是富人的、大资本家的民主 ，而广 

大中产阶级和平民工人是没有什么民主可言的，民主的实质 

内涵已被抽空了。“由于内部引起不必要的分裂，所以自由 

民主政治违背了它的初衷，本来 民主是解放民众的工具，结 

果却成了征服民众的手段，并且其中个人主义的目标甚至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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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制造混乱的原动力。总之，代议制民主剥夺了普通民众 

积极参与政府管理的可能性。,,Eli而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是人 

民的民主，民主的主体是占全国绝大部分人口的人民。因而 

在人类历史第一次实现了绝大多数人的真正的民主。 

毛泽东民主观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有关民主的 

论述，顺应了近代以来的中国对现代性的追求。《共产党宣 

言》指出“工人革命 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 

级，争得民主”。 夺取政权是实行无产阶级民主的第一步， 

争得民主又是实现无产阶级统治的重要保证。恩格斯也指 

出：“如果说有什么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 

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 

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 将国家制度意 

义上的民主视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采取的政治统治形式。 

列宁把民主和专政结合起来 ，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不通过无 

产阶级专政是不能实现的，无产阶级专政把对付资产阶级及 

少数居民的暴力同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结合起来，而民主 

就是全体居民群众真正平等的、真正普遍的参与一切国家事 

务，参与解决有关消灭资本主义的一切复杂问题。” 而苏维 

埃“是民主制的最高形式和最高类型，正因为它把工农群众 

联合起来，吸引他们参与政治，它是最靠近人民、最大限度反 

映群众在政治上、阶级上的成熟发展到什么程度 的晴雨 

表。” 列宁把人民作为民主的主体，并将其十分强调的民主 

集中制作为苏维埃国家的党、政、军组织与活动的基本原则， 

为民主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毛泽东十分重视民主，他说：中国缺少的东西很多，但主 

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 

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 在毛泽东那里民主的主 

体——人民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这样有利于团结 

一 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战胜敌人。 

在国民革命时期，毛泽东从无产阶级的立场 。发，运用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阶级分析法，分析了中国的社会和 

国情，从中得出了谁是革命的主体 ，谁是革命的敌人。他在 

1925年 11月 21日《答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问》中写道： 

“本人信仰共产主义 ，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 ，唯目前的内 

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 

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茧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 

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阶级、地主阶级。 

实行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 ，即 

革命民众的统治。” 毛泽东在 1925年 2月《中国社会各阶 

级的分析》一文中强调 ：“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 

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 

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 

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 

了我们的阵线。” 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国内国际形势发生 

了重大变化，日本欲灭亡中国，此时只有团结全国一切抗 日 

力量才能把 日本赶出中国。因此，这时期的民主主体又发生 

了变化，范围比以前更为广泛了，不仅包括了抗 日的民族资 

产阶级 ，甚至包括了部分英美资产阶级。毛泽东代表中国共 

产党先后提出了“人民共和国”、“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民主 

的联合政府”等宪政方案。这四个方案的基本宗旨是工农阶 

级联合地主阶级、富农、资产阶级等阶级敌人以反对民族敌 

人 ，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工农阶级与阶级敌人的“共和”是这 

四个宪政方案的基础，可称为联合专政。民主主体也空前广 

泛起来。“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及一 

切国内同意民族和民主革命的分子”结成统一战线。 毛泽 

东主张所谓革命阶级就是以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 

他小资产阶级为主干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的联合 

体。_l。 概括地说，抗 日民主政权是工人、农 民、小资产阶级、 

民族资产阶级及一切抗 日分子的民主。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 日趋成 

熟，民主主体内涵也 日益丰富与深化。1948年4月，毛泽东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完整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总路线：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 

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1949年毛泽东写作了《论人民 

民主专政》～文，明确提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 

就是工人阶级领 导的、工农联 盟为 基础的人 民民 主专 

政。”|l“并且对人民的概念做 了界定：“人民是什么?在中 

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 、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 

族资产阶级。”u 

(二)宪政民主的物质基础 

确立了民主的主体，怎样保障人民真正行使 自己的民主 

权利，是一项十分重要的课题。马克思说道：“自由王国是公 

众直接参与民主的必要前提”，并主张 自由王国要求减少为 

获得生活必需品和消费品所必须的劳动时间。“真正的自由 

王国尽管需要建立在生活必需品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但它 

一 开始就能超越人的不平等地位，减少劳动的时间是达到 自 

由王国的基本前提。”|l 毛泽东也十分重视民主所需的物质 

基础。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既是革命人 

数最多的主体，也是民主人数最多的阶级。而与农民息息相 

关的是土地问题 ，解决了土地问题，就为民主打下了物质基 

础。毛泽东在领导农民运动中提出并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农 

民权益 、推动农民运动的具有立法性的重要规定 ，为推进土 

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美好愿望，开辟了道路。1927年 3 

月，毛泽东提出了《对农民宣言》指出：中国的农民问题，其内 

容即是一个贫农问题 ，这个广大的贫农阶级之存在即为革命 

动力的要素。贫农问题不解决，革命将终究没有完成的一 

日。贫农问题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l 同年毛泽 

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用相当大的篇幅总结 

评论了农民运动中的民主实践 ：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 

劣绅，不法地主以及各种宗法思想和制度、城市里的贪官污 

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式简直是疾风暴雨，顺之 

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 ，把几千年的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 

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已尽。地主权力既倒，农 

会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 

会。毛泽东在为农民争民主的同时也争地，二者是相结合进 

行的。在以后的苏维埃政权时期，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的土地 

立法。1931年 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工农代 

表大会上成立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毛泽东同志当选为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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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主席，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大纲》，这 

些土地立法尽管还不够完善，并受到了左倾路线的干扰，但 

这些土地立法的实施彻底废除了红色区域内地主阶级的土 

地私有制度，确立了农 民所拥有的对土地的基本权利 ，从而 

几千年以来的土地地主所有制被农民所有制所彻底取代了。 

在具体的民主实践中，毛泽东也积极探索民主实现过程 

中的物质保障。例如，抗日战争时期，选举权作为一项十分 

重要的民主权利，当时的政府以极大的努力确保了人民选举 

权的实现。在选举中，政府不但为选民提供交通便利，甚至 

还提供住宿饭食，使得选民能来到投票地点，顺利投票，对于 

不识字的选民，边区政府创造了画圈等投票方式 ，还设置流 

动票箱，从而保障了人民民主权利的顺利实现。在第一界参 

议会的选举中，边区70％以上的选民参加了选举o[xs] 

进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在选举过程与途径 

上为选民做了充分的物质保障，从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 

的民主、真实的民主，在此基础上也实现了平等民主，党员不 

与非党员争权。例如 1941年 11月 15日陕甘宁边区参议院 

选举中，因共产党员占七名，略超过三分之一，徐特立当即退 

出，经大会通过党外人士递补。L1副这样，人 民的民主在边区 

那里不但有保障而且是平等的。 

(三)宪政民主的制度保障 

有了民主，还需要一系列制度与原则去保障它的实施， 

只有制度化、法律化的民主才能是真实的人民民主。毛泽东 

为此做了伟大的探索。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的基础 

上，提出了民主集中制原则。 

早在井冈山革命时期 ，毛泽东就已经提出革命政权要实 

行“民主集 中主义制度-[17]“厉 行集 中指导下 的民主生 

活”。【I。 抗战爆发后，毛泽东进一步把国家权力的组织原则 

阐述为民主集中制，我们所要求的政府必须是能够真正代表 

民意的政府，这就是民主制的含义。所谓集中指行政权力的 

集中化，只要政府的政策不违背经过民意通过的方针，就要 

确保其执行的顺利无阻。只有采取民主集中制，政府的力量 

才特别强大。抗 日战争时期，国防性质的政府必定要采取这 

种民主集中制。LI’ 随着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 日趋成熟，民 

主集中制原则也得到了发展。在《新民主主义》一文中，毛泽 

东论述了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性质和政权形式。他说 ：“现在 

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 

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 

主主义共和国，”【驯它是一种向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过渡形 

式，整体采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 

政府，这个政府执行民主集中制。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 

对民主集中制度做了系统的论述 ：“新 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 

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众方针， 

选举政府 ，它是集中的，又是民主的，就是说只有这个制度才 

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了高度的权力， 

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处理被人民代表大会 

所委托的一切事务 ，井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民主活动。”L2’J 

因此民主集中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民主制度被确定下来了。 

民主集中制是毛泽东在探索民主的过程中，把马列主义 

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以及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在革命与抗 

战的不同时期 ，对于推动全国民主建设，调动各方面的积极 

性起了无与伦比的作用。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建国后作为一 

项根本性的指导原则保留了下来，并在宪法里加以确认，成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 

三 结论 

实现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是近现代以来先进中国人最 

核心的课题。从早期郑观应等人对西方思想的传播到康梁 

变法维新，从孙中山三民主义到马克思主义，都是围绕这个 

核心课题来服务的。放在整个世界思想发展史语境 中就成 

了中国对现代性的追求。宪政民主是西方的舶来品，是资本 

主义发展的产物，也是作为实现强国富民的手段传入我国 

的。毛泽东把中国优秀传统思想注入其中，使之成了一种反 

资本主义的，追求现代性的工具，他的宪政民主观也因此而 

具有其独特魅力。毛泽东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宪政民 

主主体是人民的思想 ，又改造了人民的概念。在革命实践中 

极力推动土地改革为我国宪政民主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 

基础，并结合中国国情进行理论创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形 

成了以民主集中制作为我国民主建设的制度保障的思想，他 

的这些宪政民主思想为实现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开辟了新 

道路。当然，毛泽东宪政民主思想主要形成于革命年代，属 

于“革命”的宪政民主，这种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革命的胜 

利，使中国近百年来对现代性的追求有了坚实的基础。但中 

国共产党执政已有半个多世纪，中国共产党面临从革命党向 

执政党转型的深刻变革，革命的宪政民主观也需转变为执政 

的现代宪政民主观。因此，我们既要坚持和继承毛泽东宪政 

民主观的科学内核，又要结合当下社会主义实践大胆创新， 

大力推进我国宪政民主建设，早日建成现代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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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 "act： Mao Zedong’s concept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originated mainly from the exposition of Marxist classical writers on de— 

mocracy with Modem thought ofModem Claim as the background．It is the condensation and sublimation of Mao Zedong’s revolutionary practice 

and theoretical exploration，and rich in content．It clearly defines the main body of democracy is the people proposes concept and practice of 

material and system guarantee of democracy．It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political civili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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