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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执政党保持团结统一的列宁思想钩沉

赵摇 清摇 华
(中共衡水市委党校 党建教研部,河北 衡水 053000)

[摘摇 要] 摇 防止和反对宗派分裂活动,确保党的团结和统一,这是工人阶级执政党执政的组织基础和保障。 十月革命

后,列宁和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先后同“左派共产主义者冶、“工人反对派冶、“民主集中派冶等宗派活动和分裂错误进行了有

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出色地保证了布尔什维克党在无产阶级革命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 并为预防和消除“寡头政治冶
带来的分裂危险设计了“集体领导冶、“改组工农检察院冶等一系列制度方案。 列宁的执政党建设理论与制度设计对各国工人

阶级执政党执政能力的提高均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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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1917 年 10 月 25 日,“阿芙乐尔冶号巡洋舰炮打

冬宫的第一声巨响,迎来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伟大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纪元。 在咚

咚作响的炮声中,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只身落逃

北方战线地区,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被推翻,第一

届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宣告成

立,列宁当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 列宁和布尔什维

克党领导的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大功告成。 从此,俄
国社会民主工党 (布尔什维克)———后来的俄共

(布)、联共(布)、苏共———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执掌

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列宁成为第一个工人阶

级执政党的领袖。 工人阶级执政党如何坚持和实现

对国家的正确领导,且将自身建设好,这是一个毋庸

回避的划时代的极具挑战意义的历史性课题,它直

接关系着俄共(布)的生死存亡和俄国社会主义事

业的命运,关系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 列宁

深知这一任务的重量级(十月革命后列宁多次说:
俄国在 1917 年那种非常独特的具体历史形势下,开
始社会主义革命是容易的,而要把革命继续下去,把
革命进行到底,即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却比欧洲

各国困难。 这个客观形势使得我们必然遇到历史上

异常艰难异常急剧的转折。 ……在这以后的两年来

的经验也完全证实了这种论断是正确的),然而他

义无反顾、大气磅礴地承接起这一历史性课题。 他

不辱使命,在布尔什维克党执政实践的基础上,群策

群力,发挥自己全部的天资和才能,构思出工人阶级

执政党进行正确领导和加强自身建设的若干原则和

操作规程。 这一系列原则和规程是马克思主义党的

学说在执政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是列宁新型无产

阶级政党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所有社会主义

国家工人阶级执政党的领导和自身建设,都具有重

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列宁的工人阶级执政党领导和自身建设思想,

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十月革命胜利至帝国主义

国家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基本结束 (1917 年 10
月———1920 年底)。 这个期间,列宁先后写了《苏维

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和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冶幼稚病》等著作,提出了

工人阶级执政党领导和自身建设的许多重要原理。
这期间的绝大部分时间党的中心任务是军事斗争,
所以党的领导和自身建设的显著特点是强调集中。
二是实施新经济政策至列宁逝世(1921 年初———
1924 年 1 月)。 列宁特别关注在新经济政策背景下

的党的领导和自身建设问题。 他在俄共(布)十大、
十一大政治报告和《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

的错误》、《论党内危机》、《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

下的作用和任务》、《关于清党》、《关于接受新党员

的条件》等文章中提出,要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的

要求,加强和改进党对苏维埃政权的领导,提高党领

导经济工作的水平;要扩大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

督;防止党的分裂,确保党的统一;要注意保持党的

队伍的纯洁性,克服官僚主义等消极腐败现象。 列



宁后一阶段党的领导以及自身建设的理论和实践,
对改革开放背景下的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和执

政水平提高具有极强的指导与借鉴价值。
列宁深深懂得,如果执政党连组织和行动“统

一冶都做不到,那一切都是妄谈。 列宁的防止和反

对党内宗派分裂活动、确保党的团结统一的理论和

实践在其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中占据极其重要的

地位。

一摇 动力原理,普世之价值:适用于工人阶级执政党

的内部组织与管理

管理学的动力原理要求管理者必须正确认识和

处理个体动力与集体动力的辩证关系。 管理是个社

会性活动,它必然以一个“集体方向冶(或集体目标)
为管理的前提,然而集体是由若干的个体组成的,这
又必然造成一个矛盾:个体与集体都各有其物质、精
神和信息动力,其方向(或目标)相互之间并不总是

一致的,甚至有时方向相反。 如果用矢量表示动力

或由此产生的能量的话,常见两种典型的情况,一种

是个体没有约束地自由地充分地发展,每个个体动

力很足,能量很高,但方向各异,互相抵消,最后综合

的矢量(合力)很有限,有可能为零,而且这个合力

的方向极少跟集体方向一致;第二种是把个体的矢

量扭到某个统一的集体方向上,一般认为,这样的集

体矢量就是若干个体矢量的算术之和,可以获得最

大的集体矢量,而事实上,硬扭就是一种强约束,个
体矢量必然骤减,个别的甚至减到零或为负数,结果

呢,这样的集体矢量也少得可怜。 时间一长,这样的

集体矢量极有可能是负数。 所以,管理者务期处理

好个体与集体之间的矛盾。 一种可取的模式是,通
过管理者的因势利导,使每个(至少是绝大多数)个
体的动力之方向与既定的“集体方向冶保持大体一

致,在这个基础上,实现每个个体的充分的高度自由

的发展。 这样的集体矢量当然不是最理想的(一般

情况下,这个集体矢量之方向不会与既定的“集体

方向冶完全一致,但也不会大差大离),但与前两者

比较,它肯定是最大、最稳定、最可靠、最现实的那

一种。
其实,工人阶级执政党党内也是一个“社会冶,

某一个党组织也是一个既有统一方向又有个体方向

和动力的集体,管理学的动力原理也适用。 如果党

员“方向冶各异,以致党内形成林立的宗派组织和出

现宗派分裂活动,这是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的,宗派

是绝对要取缔的;如果硬是把党员个体的“矢量冶强
扭到一个统一方向上,特别强调“集中制冶,不能体

现民主精神(实际是专制或“小集团冶独裁),这也是

不允许的。 党的各级组织务须妥善处理党员个体与

集体之间的矛盾,循循善诱,积极引导,综合平衡,以
夺取斯时斯地条件下的可能获得的最佳效率。 一种

比较现实的模式是让党员个体在大方向基本一致的

前提下充分地自由发展。 因此“民主集中制冶是最

理想的党内组织与管理价值取向。 它一方面能够预

防和取缔宗派,同时废除党内专制,这样就可以确保

全体党员的团结统一和迸发最大活力,以致很好地

实现目标。 列宁在这方面把握得很出色。
考茨基认为,作为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并非这

样或那样地依靠“实力冶去斗争,而是依靠论据进行

斗争。 他的全部武器,他的立身之本,他的生命价值

就在于他个人的知识、个人的才能、个人的信念、个
人的品格,他只有靠个人的品性、个人的拼搏才可以

获得一定的意义。 在知识分子看来,全部问题都在

于保证自己的个性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造就个性、
突出个性、发挥个人本性的完全自由是顺利进行工

作的首要条件。 所以,知识分子总是倾向于个人活

动,很不情愿接受纪律的束缚,他作为某个整体的从

属部分而服从这个整体的意志是痛苦的、勉强的,是
出于必要而非本意。 而产业工人却恰好相反,他只

有在组织中,只有与其他组织成员协作方能显示其

价值,发挥其作用。 由于大机器生产的劳动训练,产
业工人服从组织具有本能性、本质性、自觉性。 在这

一点上,知识分子与产业工人的“对抗冶是明显的、
长期的,这也就是这个社会阶层在革命斗争的意义

上不如无产阶级的地方(但这种对抗仅仅表现为阶

级内部的社会对抗,而不是表现在个别人物之间的

冲突上)。 十月革命后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委员

们,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出身,虽然他们从政治和阶

级属性上、从思想和感情上属于工人阶级,但是他们

的知识分子出身决定了他们的个人行为短期内还不

会完全产业工人阶级化。 这一点列宁早在俄国社会

民主工党“二大冶时就经历和看透了(列宁虽然也是

知识分子出身,但因为较早地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
又志向高远、砥砺操行,所以无论从政治、思想还是

行为上列宁早就摆脱了小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

的不良习性的羁绊,已经完全产业工人阶级化了,这
也是列宁较其他中央委员的“超脱冶、“智慧冶、“伟
大冶之所在)。 所以,尽管是党内宗派活动,甚至给

党造成很大危害,更甚者是几乎将党四分五裂,由于

能够准确地把握事件的根源和性质,十月革命后,列
宁始终将党内宗派组织及其活动按党内矛盾来

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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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摇 斗智斗勇,铁肩担道义:列宁战胜“左派共产主

义者冶的宗派分裂行为

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次日,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

会通过了和平法令,建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交战国

举行和谈,但首先遭到协约国的拒绝。 列宁只好萌

生与同盟国单独媾和以尽快实现苏俄摆脱帝国主义

战争的愿景。 与德奥帝国主义和谈,他们提的条件

极端苛刻。 尽管如此,1918 年 3 月苏俄和德国还是

缔结了对苏俄来说极其“不幸的和约冶。 于是,在缔

结布列斯特和约的前后一段时间里,在布尔什维克

党内围绕签约问题分歧很大,并形成了一个“左派

共产主义者冶宗派集团,他们坚持要当时还没有军

队的年轻的共和国同德国作战的极端错误的政策。
如果听从这些人的主张,苏维埃共和国无异于自取

灭亡(“左派冶们也认可这一点,但是他们还是认为,
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丧失苏维埃政权是不足惜

的)。 尽管如此,“左派冶们还是对党和列宁横加诽

谤,造谣中伤,歇斯底里,暴戾恣睢,竭力分裂党,瓦
解党的队伍,展开肆无忌惮的派别活动。 某些人竟

以辞去苏维埃共和党的职务来破坏党,要挟党;他们

还形成了宗派决议,声明“认为党在最近将来的分

裂恐难避免,因而给自己提出一个任务———团结一

切彻底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冶,决议还一致通过,一有

机会就改选中央,没有义务服从中央所作的与履行

和约的条件有关的各项决定。 更为严重的是,左派

还出版了自己的报纸《共产主义者报》。 列宁认为,
这些人就是“想逃避历史教训,逃避多次的历史教

训,逃避自己的责任。 ……逃避事实,逃避事实的教

训,逃避责任问题。冶 [1] 反对派的心迹和组织行动已

达到了令人难以理喻的地步。 尽管如此,列宁还是

从党国的大局和历史经验出发,保持极大的克制,以
党内民主的原则来处理党内矛盾,解决与这些左派

的分歧。 列宁写了《奇谈与怪论》、《严重的教训与

严重的责任》、《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等论文,深
入细致地分析和严厉批评了“左派共产主义者冶的

宗派活动和分裂错误,教育了“左派冶更教育了全

党,制止了党内一起一触即发的严重危机。 从此,布
尔什维克党更加团结统一、更有活力和战斗力了,列
宁的威望更高了。

三摇 义正辞严,巨擘亦谋略:列宁在同“工人反对

派冶、“民主集中派冶的分裂活动的斗争中捍卫党的

团结统一

党的“十大冶期间和之后,列宁再次果断、成功

地处置了党内一起宗派小集团及其派别活动(但与

此同时,列宁也在党内外更加积极地倡导和推行民

主)。 党的“十大冶之前列宁就特别担心,党内严重

的宗派活动和党内实行的民主制度如果反文明地、
扭曲地、糟糕地、不幸地结合起来,将完全可能导致

布尔什维克党的灾难性分裂。 列宁的担心不是轻妄

的猜度更不是杞人忧天,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

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分裂、德国共产党的分裂就是过

去不久的前车之鉴,围绕签署布列斯特和约形成的

宗派以及及时制止的分裂列宁还记忆犹新。 党的

“十大冶之后列宁忧心不已,仍然特别关注中央领导

层的稳定性和防止党的分裂。
1920 年冬—1921 年春,苏维埃俄国刚刚回归和

平经济建设的正常秩序(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

1920 年底基本结束,1922 年 10 月彻底结束),此时

此刻,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围绕着执政党、苏维埃政

权、工会、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这几者之间的关系,
执政党、苏维埃政权与国民经济的关系就发生了严

重的分歧,并且形成了几个宗派小集团。 一些小宗

派的思想倾向和政治主张的共同性就是否定党对国

家政权和其他组织的领导权,否定党和苏维埃对国

民经济的领导权;更有甚者则主张党内各派别和集

团有绝对、完全的自由。 反映到党内来的这些“东
西冶的实质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工团主

义、自由主义。 另外,极少数党内高层领导者还认为

不能削弱“战时共产主义制度冶,反而需要“把螺丝

钉扭紧冶,自上而下地“整刷冶工会,还主张把军事方

法应用到工会里,推行工会“国家化冶 (这种思想和

主张突出和集中地反映了,国内战争结束后党在如

何对待反对“战时共产主义冶 政策的农民和非党工

人群众问题上的思想理念和政治主张之分歧。 此时

此刻,恢复和活跃工业是主要的任务,在当时工业被

战争破坏、大多数工厂停工、矿场矿井遭废弃被淹

没,产业工人失业已无组织的情况下,如果不吸引工

人阶级及其工会参加,就不可能恢复和活跃工业。
但是只要让工人相信经济破坏同武装干涉和白卫分

子叛乱一样,都是人民的最大的最危险的敌人,他们

是能够被吸引来参加此项工作的;只要党和工会对

工人阶级不是像在前线那样采用军事命令———在前

线也确实需要命令形式———而是通过说服的途径,
采用说服的方法,是不难做到这一点的)。 ……由

此可见,党内的思想混乱已达到了相当的程度,以致

影响到党的团结和统一。 此时此刻,拖着病体的列

宁一方面致力于科学分析、严厉批评这些错误的不

合时宜的思想理念和政治主张,另一方面,还要构思

对党内宗派小集团采取怎样的有理有利有节且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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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织措施。
1920 年 11 月,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支

部书记会议上发表演说,号召全党彻底结束党内的

派别纠纷,加强党的团结和统一。 1921 年 1 月列宁

在《党内危机》一文中,又勉励全党团结起来。 他

说:“毫无疑问,协约国资本家力图利用我们党的疾

病来进行新的侵犯,社会革命党人也力图利用它来

组织阴谋暴乱。 但是我们并不害怕,因为我们所有

的人将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 我们不怕承认有病,
而且意识到,这种情况要求我们所有的人在一切岗

位上更守纪律,更能自制,更加坚定。 到 3 月间举行

俄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时候以及在大会之

后,党决不会削弱,而一定会更加巩固。冶 [2]371921 年

3 月列宁在党的“十大冶开幕词中又严正指出:国内

外的敌人正在热望共产党发生内讧和分裂,他们在

时时刻刻地翘首期待,寻找和制造这样的机会,向党

和苏维埃政权发起新一轮进攻,所以“争论冶在目前

的党内还是一件奢侈品。 “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要指

明,不管我们过去的这种奢侈行为对不对,现在我们

必须摆脱这种状况。 我们应当在党代表大会上,对
大家提出来辩论过的大量纲领和各种各样的细微

的、极细微的、微乎其微的分歧都给以应有的审查,
然后对自己说:不管过去有过怎样的争论,不管我们

曾经怎样争论过,但是在我们面前有这么多的敌人,
农民国家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是这么繁重而艰

巨,如果我们只是在形式上比过去团结一致,———你

们出席这次代表大会就证明是这样的———那是不够

的,不仅要在形式上比过去团结一致,而且要不再有

丝毫派别活动的痕迹,不管过去派别活动表现在哪

里,也不管表现得怎样,总之,无论如何要使派别活

动绝迹。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完成我们所面临的巨

大任务。 我相信,如果我说,我们通过这次大会无论

如何要使党更加巩固、更加亲密、更加真诚地团结一

致,这 一 定 是 表 达 了 你 们 大 家 的 愿 望 和 决 心

的。冶 [2]158鉴于宗派小集团的存在对党和无产阶级专

政有莫大的危险,党的“十大冶对党的统一和团结问

题特别重视,列宁对此还作了专门报告。 他在报告

中谴责宗派小集团是不顾目前紧张形势和党的处境

的困难,“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的和无政府主义的

动摇的表现,实际上是削弱共产党的坚定的指导路

线,实际上是帮助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敌人。冶 [3]485

列宁还一再嘱咐全党:在发扬党内民主的同时,必须

遵守无产阶级的无条件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

(因为它是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必须

维护全党的团结统一,坚决反对各种派别活动。 这

是因为“任何派别活动都是有害的,都是不能容许

的,因为即令是个别派别的代表人物极力想保持党

的统一,派别活动事实上也必然会削弱齐心协力的

工作,使混进执政党内来的敌人不断加紧活动来加

深党的分裂,并利用这种分裂来达到反革命的目

的。冶 [3]478党的“十大冶通过了由列宁起草的《关于党

的统一》的决议案。 决议案对国内的不稳定局势

(目前许多情况正在使国内小资产阶级居民的动摇

加强起来)、党内派别活动情况及其目前的极端危

害性和对党的极端危险性、目前阶级敌人的策略手

法和活动特点等向全党做了通报和科学分析,以引

起全党的警觉。 决议案对宗派组织及其活动还规定

了一定的组织措施:要“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按某

种纲领组成的派别(如‘工人反对派爷、‘民主集中

派爷等),并责令立即执行,凡是不执行代表大会这

项决议的,就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冶;代表大会并

授权中央委员会,在中央委员违反纪律、恢复或进行

派别活动时,可以采取党内一切处分办法,直到开除

中央委员会和开除出党[3]480鄄481。 列宁在关键时刻又

一次出手迅疾,“力挽狂澜冶,使布尔什维克党免于

分裂而保全了统一。 列宁主持制定的《关于党的统

一》的专门决议和实际的组织措施,其“地位冶不亚

于布列斯特和约(布列斯特和约在挽救苏维埃联邦

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同时,也挽救了布尔什维克党)。
值得注意的是,事情过后,列宁还亲自过问并嘱托有

关部门关注“这些人冶的思想情绪和生活,责令有关

部门多做一些思想工作,及时化解“这些人冶与党的

矛盾。

四摇 高瞻远瞩,针砭其时弊:列宁强调集体领导消除

“寡头政治冶以制度防止党的高层分裂

十月革命后,列宁一直极度重视和维护布尔什

维克党(尤其是高层组织)的内部团结和统一。 晚

年的列宁甚为担心,斯大林当了总书记有了至高无

上的权力(1922 年 4 月,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

大会第一次中央全会上,斯大林当选为党中央委员

会总书记),他未必会谨慎地使用权力;再者,像斯

大林、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鉴于他们之间的关

系和各自的个性,他们有可能意外地导致党的高层

分裂。 为预防因为个人专断导致党的高层分裂,中
央委员会一小部分人的冲突对党的整个前途产生过

大的影响,列宁提出一系列旨在强化集体领导,消除

独断专行和“寡头政治冶的建议。 比如,由中央委员

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组成中央全会,把中央全会变

成党的最高代表会议;提高中央全会的地位和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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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的权力;扩大参加党的高层决策的人数;改组

工农检查院,使其与中央监察委员会结合起来,共同

监督党的中央机关和领袖;……1923 年 1 月,重病

中的列宁在其口授的《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

中说:“据我看来,把工农检查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

结合起来,……经过这种改革以后,……除了上述政

治上的好处以外,我认为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在我们

中央委员会里出于纯粹个人情况和偶然情况的影响

就会减少,因而分裂的危险也会减少。冶 [3]694鄄696 可

见,列宁对以改组工农检查院遏制党的分裂寄予莫

大的希望。

五摇 志美行厉,一以而贯之:列宁坚持基于无产阶级

革命原则基础上的党的团结和统一

善于把革命事业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善于把

原则性争论与个人恩怨、勾心斗角区分开来,保持在

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原则基础上的党的团结

和统一,反对无产阶级政党的党内宗派活动和内部

分裂,这是列宁一以贯之的思想:列宁说,我们非常

珍视党的团结,但是我们更为珍视革命社会民主党

的原则的纯洁性。 统一,这是伟大的事业和伟大的

口号! 但是,工人事业所需要的是马克思主义者的

统一,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同反对和歪曲马克思主

义的人的统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各国

的社会民主党党内机会主义盛行,1914 年 11—12
月列宁复信英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柯伦泰说:……
您还着重指出,我们应该提出一个能够团结一切人

的口号。 老实说,我现在最怕这种笼统的团结,我深

信,这种团结对无产阶级最危险最有害。 考茨基在

《新 时 代 》 杂 志 上 就 杜 撰 了 一 种 大 “ 团 结 冶
论。冶 [4]———可见,列宁所说的“团结冶,是坚持同一

原则即革命原则基础上的为实现同一个崇高目标而

共同奋斗的团结,而不是没有是非观念的庸俗的调

和主义、一片混沌。 这一思想可以追溯到俄国社会

民主工党的建党伊始。
1903 年 8 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冶第六次

会议上就崩得在党内的地位问题,列宁再次批评崩

得在组织问题上的完全独立的民族主义立场(“二
大冶召开前,整个《火星报》编辑部已同崩得的保持

在党内完全独立的要求进行过激烈的斗争,列宁是

争取统一斗争的最热烈的拥护者)。 1904 年 2 月列

宁写《告全党书》,号召全党向孟什维克作坚决的斗

争,以保持社会民主工党在马克思主义原则上的统

一和团结。 同年 5 月,列宁在其名著《进一步,退两

步》中说:在党纲问题上和策略问题上的一致性是

保证党内团结,保证党的工作的集中化的必要条件,
但只有这个条件还是不够的……1906 年 4—5 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四大冶召开,由于布尔什维克的

努力和革命斗争形势的压力,此次大会实现了党内

派别在形式上的统一(实际上布尔什维克、孟什维

克仍保持各自的观点和独立的组织),在布尔什维

克和列宁的努力下,这种统一持续到 1912 年 1 月的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会议(布拉格会议)。
1906 年 4 月列宁指出:在这样的革命时代,党在理

论上的任何错误和策略上的任何偏差,都要受到实

际生活的最无情的批评,因为实际生活正在以空前

的速度启发和教育工人阶级。 在这样的时期内,每
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职责,就是力求使党内关于理

论和策略问题的思想斗争尽可能公开、广泛和自由

地进行,但是要设法使这种思想斗争不致破坏和妨

害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的统一。 1906
年 5 月,列宁说:伟大革命的结局在很大程度上(如
果不是全部)要取决于先进阶级的团结、觉悟、坚定

和决心。 1909 年 6 月,《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

在巴黎召开,列宁指责波格丹诺夫背着中央在喀普

里(意大利)办的“党校冶是一个脱离布尔什维克的

派别中心,波格丹诺夫声明自己不服从会议的决议,
因而会议决定把来自“左冶面的“取消主义冶———召

回派的鼓吹者、分裂分子波格丹诺夫开除出布尔什

维克组织;在这件事情上,列宁为维护布尔什维克的

统一尽了最大努力。 1909 年 12 月,列宁撰文提出

了布尔什维克必须“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斗争的任

务冶,以保持党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统一。 1910
年 12 月,列宁在《给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

信》中,又号召全党同志必须和托洛茨基的分裂活

动进行坚决的斗争。

六摇 结论

概括言之,列宁防止和反对工人阶级执政党党

内分裂、确保党的团结和统一的实践过程与理论是:
(一)定性准确,不扩大矛盾,准确认识和把握

党内宗派组织、宗派活动的性质。
(二)始终不渝地向全党灌输反对宗派和分裂、

在革命原则基础上保持党的团结和统一的理论与思

想意识,努力造就党内团结统一的舆论氛围和思维

惯式。
(三)及时发现党内宗派活动的苗头,追踪了

解、密切关注其发展动向,注重事实,讲求策略,于适

当的时刻、场合适度提醒当事者,给当事者施加必

要、恰当的思想和政治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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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牢牢把握舆论的主动权,直面现实,不回

避问题,及时向全党公开事实真相、事态发展和事情

的本质,提醒和教育全党警惕宗派势力和活动在党

内的蔓延,以防止事态扩大。
(五)坚持革命原则,与宗派分裂活动的当事者

进行不妥协、不调和的思想和政治斗争。
(六)以革命事业为重,对宗派分裂分子采取适

时、果断、恰如其分的组织措施,不姑息不迁就。
(七)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关注“这

些人冶的事后思想情绪和生活,努力做好思想工作,
最大限度地化解他们与党的矛盾。

(八)注重对党的高级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教育,
引导他们克服知识分子的“清高冶、自负和无组织无

纪律性等非无产阶级意识和行为,克服小资产阶级

的狭隘性等阶级本性,使他们尽快完全走上马克思

主义的道路,实现从思想意识上真正加入布尔什维

克党。
在防止和反对宗派分裂活动,确保党的团结和

统一这个问题上,列宁实际上成功地运用了“负熵

思维法冶(“熵冶是体现热力系统中物质无序状态的

概念,而“负熵冶就是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的种种条

件。 在耗散结构理论中,“负熵冶是一个特别重要的

概念。 耗散结构理论认为,在一个与外界有信息和

能量交换的开放系统中,由于负熵的作用,系统才可

以由无序逐步过渡至有序)。 列宁把致使系统有序

即党的团结统一的因素,全部纳入视野,加以统筹和

整合运用,使处于开放状态的“无序冶系统最大限度

地变为“有序冶,即成为耗散结构状态。
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

是方法。 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

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冶 [5] 同理,列
宁有关工人阶级执政党保持团结统一的思想理论体

系,也仅仅是为全世界工人阶级执政党的领导和自

身建设提供了一些基本原理、原则,也仅仅是为后继

探索者提供了出发点、思想武器和方法,而且,他的

有关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其时代特征、国情特

征。 我们应该辩证地对待列宁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

思想和理论遗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其

思想和理论体系,解决新的问题,创造新的理论。
只要中国共产党有信心,坚决地以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冶的重要思想为

指导,坚定不移地实行科学发展观,我们党就可以排

除任何艰难险阻,无往而不胜。 我们党有列宁的

“全球指针冶的工人阶级执政党保持团结统一、反对

宗派分裂活动的“成功冶的“防御和控灭体系冶为“参
考蓝本冶,也一定会保持党的团结和统一,任何企图

分裂我们党和国家的内外阴谋都必将遭遇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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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pe for Lenin Theory of Keeping United in the Working鄄class Ruling Party

ZHAO Qing鄄hua
(Hengshui Municipal CPC Party School, Hengshui 053000,China)

Abstract:摇 Preventing and combating sectarian separatist activities and ensuring the solidarity and unity of the party are the or鄄
ganizational basis and guarantees of the governing of the working鄄class ruling party. After the Revolution, Lenin and the Bolshevik Party
led by him fought rationally,advantageously and abstemiously with the sectarian activities and division errors such as “the left Commu鄄
nists冶, “the workers opposition冶and“ the democratic centralism冶 in succession, which ensured the solidarity and unity of the Bolshe鄄
vik Party on the basis of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excellently. In addition, it designed a series of systematic solutions including “col鄄
lective leadership冶, “restructuring of the public prosecutor爷s office of workers and peasants冶 and so on for preventing and eliminating
the splitting risk that the “oligarchy冶 would bring. Lenin爷s construction theory and system design of the ruling party have a far鄄reac鄄
hing historic significance and great realistic significance for the working鄄class ruling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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