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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蔡和森的群众思想及其历史贡献

宁摇 曼摇 荣
(南华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摇 要] 摇 蔡和森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指导我党早期的理论宣传和革命实践,为我党群众路线政策的确立作出

了重要贡献。 蔡和森的群众思想既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又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其实践和探索

的科学总结。 蔡和森的群众思想主要界定了群众的基本范畴,阐述了群众是社会革命的主体,提出了广泛发动群众、密切联

系群众等工作方法。 这些思想为我党统一战线政策和密切联系群众优良作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为我们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党的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方法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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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蔡和森是我党创始人之一,也是我党早期杰出

的理论家、宣传家和活动家,他分析和论证了人民群

众的伟大历史作用,并积极把群众史观运用于中国

革命的实践之中,为我党群众路线的形成进行了早

期理论探索和科学指引,为我党的群众工作做出重

要贡献。

一摇 蔡和森群众思想的渊源

蔡和森处在中华民族遭遇列强入侵、任人宰割

的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 他的群众观念既是中国

传统文化教育的结果,又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精髓接受的反映,也是革命实践中的探索和总结,汇
集着多方面的影响,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

1895 年,蔡和森出生于湖南双峰县。 与同时代

的读书人一样,蔡和森一开始读的是“《三字经》、
《千字文》、《百家姓》之类的启蒙教材,随后就念起

四书五经来了。冶 [1]10他接受了传统文化中的“仁爱冶
思想。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生活的磨难,他对墨子的

“兼爱冶思想和范仲淹的“心忧天下冶情怀极为欣赏,
“他把墨子说的‘行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爷,解释为

要让天下人过饱食暖衣、和平幸福的生活。冶 [1]27 他

把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冶抄
在国文课本上,借以鞭策自己:一定要把国家的兴

亡,人民的疾苦时刻记在心里[1]15。 同时,作为生长

于湖南的湖湘子弟,“蔡和森很敬佩屈原,……屈原

的《离骚》、《九歌》、《天问》、《九章》等诗篇,他非常

喜爱冶,他“对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悲惨遭遇,不
时流露出敬仰与愤激之情。冶 [1]31鄄32在湖南第一师范

读书时,通过恩师杨昌济接触了王夫之的思想,并非

常崇尚他高尚的爱国之情,等等。 湖湘文化“经世

致用冶、救国救民和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深深影响和

熏陶着他。 因而,传统文化和湖湘文化滋养了蔡和

森浓烈的爱国之志、为民情怀,坚定了他投身革命的

理想信念。
(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精髓的继承

为了寻求救国真理和中国革命道路,蔡和森远

赴法国勤工俭学。 到达法国后的几个月,他以极大

的热情“‘猛看猛译爷一百多种马列主义小册子冶,系
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理,接受了马克思的

唯物史观,自认为是“极端的马克思派冶 [2]78,并开始

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观察和分析社会,真正

认识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群众

史观。 蔡和森在《社会进化史》一文中从家族、财产

和国家的起源与进化三个维度,系统论证了唯物史

观的基本原理,指出:“人类进化的主要动因有二:
一是生产,二是生殖。 ……人们生活于一定时期与

一定地域的各种社会组织,莫不为这两种生产规定



所限制冶 [2]463,从历史的角度证明经济的发展、社会

的进化“是要人们的工作与生活才能完成的冶 [2]649,
得出了人民群众是生产活动的主体,也是社会发展

的主要参与者和推动者这一观点。 他把马克思主义

群众史观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提出中国革命要有

“新的政党、新的方法来团结组织各种反帝国主义、
反军阀的群众冶 [2]803。 在实际的群众工作中,他十分

强调党对革命工作、对群众工作的领导权,积极关注

农民运动、工农联盟以及联合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

子等问题,努力发挥人民群众在中国革命中的主体

作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
(三)革命实践中的总结

蔡和森的群众思想既是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对马

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接受的结果,又是在革命实践中

探索和总结的。 1921 年回国后,蔡和森就把工作的

重心放在组织工人运动上,他在革命实践中认识到

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坚定地认为“我们维望结

合伟大的革命群众势力,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势力来

统一。冶 [2]114从 1923 年“二七惨案冶发生到 1927 年大

革命失败,蔡和森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认识到中国

革命仅靠工人阶级是不可能成功的,因而注重工农

联合问题。 他在考察了广东的革命形势之后,认为

北伐军打败陈炯明、统一广东“完全因为国民革命

阵线里参加了工农的新势力冶 [2]734,高度评价农民的

加入“开辟了革命军事行动的新纪元冶 [2]735;特别是

看到湖南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蔡和森认为“惟有

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是革命的中心军

队冶,沙面罢工、商团事件、广宁农潮等反革命事件

也反复证明:“工农阶级是忠于反帝国主义和民族

革命的台柱子。冶 [2]764 同时,蔡和森还深刻认识到

“工人阶级的独立斗争是不能得到胜利的,而还要

有各阶级的援助……因此工人阶级应联合各阶级引

导群众做自由的解放运动冶 [3]41,要取得革命的成功

党就要“与民众为亲切结合,勿以民众力弱而与之

隔阂冶 [2]108等。 这些思想和论述为后来建立革命的

统一战线提供了积极的探索和坚实的基础。

二摇 蔡和森群众思想主要内容

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蔡和森坚持马克思主

义的群众史观,并积累了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形成

了自己的群众思想,为我党早期卓有成效地开展群

众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界定了群众的基本范畴

蔡和森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以群众

史观为指导,对当时社会各阶级和各阶层的状况、性

质和革命动力进行了较为科学的分析,认为中国国

民运动的要素,“除占人口最大部分的工农阶级之

外冶,还有“被外资压迫而不能有多大发展的幼稚的

资产阶级冶,“全国人民除极少数的军阀、财阀、资本

家外,其余不是无产阶级,就是中小资产阶级,而中

小资产阶级就是无产阶级的候补冶 [2]82。 因而,他认

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要取得革命的成

功,“中国共产党不仅要领导无产阶级组织工会进

行经济斗争,并且要组织小资产阶级、农民、小商人

而领导他们革命冶,要确立工人阶级领导地位,而农

民阶级是坚强的同盟军和“革命的柱石冶,而中小资

产阶级、小商人也有革命要求,可以积极争取。 另

外,蔡和森也认识到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和力

量,认为大多数也和工人农民一样“真是上不著天

下不著地流离失所穷困无告的可怜品冶 [2]452鄄453,“不
要笼统的反对知识分子,……并不是一切知识分子

都是机会主义者……冶 [3]109,知识分子中大多数也有

着较强的革命要求,是革命争取的力量。 可见,蔡和

森将工人、农民,有革命要求的中小资产阶级、小商

人和知识分子划为人民群众的范畴,这为后来中国

革命建立统一战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明确了群众是社会革命的主体

由于受传统教育和湖湘文化的影响,蔡和森在

青年时代就对人民群众的力量有了朴素的认识,他
指出“……詹姆斯被民众弃, 查理士死民众手……
民气伸张除暴君, 古今中外率如此……冶 [4]。 随着

对马克思主义著作学习的不断深化,蔡和森很快接

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成为了一个 “极端马克思

派冶,“极端主张唯物主义冶 [2]78。 他不仅深刻认识到

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趋势,而且分析论证了人民

群众的伟大力量[5]。 他指出:“社会革命的动力和

主体是人民群众而不是少数英雄豪杰冶,“自来一班

中产阶级学者或空想的社会改造家, 好以他个人的

头脑来支配世界, 视社会改造或社会革命为几个圣

贤豪杰、伟人志士、思想家、学问家的掌上珠、图案画

和绣花衣, 任凭他们几个人的主观理想去预定, 去

制造,……指挥群众如此如彼地做去便是, 这真是

愚妄极了冶 [2]80。 随后,他撰写了《社会进化史》一

文,充分论证了人民群众是生产活动和社会历史的

主体。 他反复强调人民群众是革命的基础和动力,
指出土耳其国民党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立脚

在被压迫民族的群众势力上面冶;在中国,“工农阶

级是中国革命运动的柱石冶 [2]720、“假使能够鼓起人

民武装的自卫和抵抗,使各大城市的市民全副武装

或工人全副武装,那么,民主革命没有不成功,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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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人政治没有不崩倒的。冶 [2]115等等。
(三)重视广泛发动群众

蔡和森认为革命必须唤起群众、发动群众、组织

群众。 他强调:“革命党当大大宣传民众,大大结合

民众,轰轰烈烈地继续做推翻封建军阀和国际帝国

主义压迫的民主革命冶,要“组织一个研究宣传的团

体和出版物冶 [2]75来做好群众联系和发动工作,指出

中国共产党应该“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
锋队、作战部冶,并对忽视宣传、发动群众的思想进

行了批评,认为那样“不能将革命潮流普及于全国

最深最广大的群众,唤起浩大不可抵御的革命势力,
而坐失了许多可以扩大兴奋地宣传运动之机

会冶 [2]114。 在实际革命工作中,蔡和森坚持以工人阶

级为主体,广泛宣传发动各界群众,把革命斗争引向

深入。 五卅运动期间,他对陈独秀放弃群众的右倾

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认为“没有看到正在酝酿

着的整个革命形势,没有估计到广大群众的革命情

绪冶;1927 年国民党反动派夏斗寅、许克祥相继叛变

革命后,蔡和森主张“坚决的号召广大的农民群众

以自己的势力来解决许克祥,……关于湖北……积

极号召全省农民群众抵抗白色恐怖,向地主、土劣、
军阀猛烈进攻……迅速准备广大群众势力推翻国民

党土劣的中央机关冶 [3]45。 显然,蔡和森看到了宣传

发动人民群众的重要性,对于推动我党在实践中发

动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倡导密切联系群众

蔡和森认为团结群众、依靠群众,推动革命深入

发展,关键要密切联系群众,保持党和群众的血肉联

系。 在建党之初,蔡和森就提出党组织要“严格的

物色确实党员,分布各职业机关、工厂、农场、议会等

处。冶 [2]75他深刻认识到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

进行革命、完成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强调:要“有
新的政党、新的方法来团结各种各派反帝国主义、反
军阀的群众,以使中国革命运动进行到底,并领导无

产阶级得到解放,这即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所应

担负的实名,所应有的政治责任。冶 [2]803 因而“必须

把我们的党变成群众的党冶、“对宣传工作的决议案

……实际上要与群众发生密切关系,引导群众到当

中来冶 [3]64,使党很好地“打入敌人内部,在内部酿风

潮,……也便于在群众中做好宣传发动工作,进行革

命斗争。冶 [6]24

对于如何密切联系群众,蔡和森在以下几个方

面进行了探索和实践:一是在思想认识上要相信群

众的力量,真正依靠群众开展革命。 他指出“我们

惟望结合伟大的革命群众的势力,尤其是最能革命

的工人阶级的势力来统一冶 [2]114。 二是要反对脱离

群众的作风。 他批评“自来一班与群众隔离的政治

家或政论家,……不能将革命潮流普及于全国最深

最广大的群众,……致使可以膨涨的革命潮常常因

而收缩;反蔑视群众无力,或诬群众麻木,不知真正

为群众的利益而奋斗而革命,群众未有不感发兴起

的。冶 [2]114他认为反对脱离群众的作风,重要的是从

领导机关做起,他尖锐的指出:“一九二五年以后,
党即开始成为群众的,而指导机关仍然没有群众化,
且渐渐养成一种轻视工人同志能力和不相信群众的

习惯。冶 [3]106导致“群众完全离开党,党的指导机关

完全抛弃群众,……愈做愈没有党,愈没有群众,愈
没有工作,铁的纪律成了威压党员的刑具,而上级指

导人却有超越此铁的组织和铁的纪律之一切自

由。冶 [3]106鄄107三是要对群众实行民主,接受群众的监

督。 他提出:“由下而上的党内讨论尽可能的发展,
由下而上的选举制度尽可能的采用,工农同志应尽

可能的参加指导机关,党内事情应尽可能的使党员

群众知道冶 [3]107,强调要“打开门户由群众选举冶,
“一切指导机关尽可能由群众选其相信之人负

责冶 [3]108鄄109。 同时,要积极接受群众的监督,他认为

“党的机关要注意的是:不要怕群众,不要怕群众讨

论和批评冶,要“由群众监督,相当的能受群众正确

影响,而不是一味反群众的意见和趋向冶 [3]109。 在他

看来:“下级党部及群众对于上级机关如果发生不

同的意见或批评时,上级机关不要认为大逆不道,采
取高压。冶“由此养成‘怕群众爷的习惯,党内事情怕

群众知道,以为如此,将发生异见,动摇指导机关的

威信。冶 [3]106实际上会损害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
四是要注意维护群众的利益。 蔡和森强调在领导群

众开展政治斗争的同时,要积极关注和维护群众的

现实经济利益,强调“革命不仅使政治变化,且要使

经济变化冶、“农民问题即土地问题,亦即吃饭问题,
生活不能解决,革命断难成功冶 [2]865,进而提出“没
收一切地主阶级土地归农民冶。 同时,提出要注意

民政政策,如在军费负担上“尤须确定一种政策加

之于反革命的大地主和买办阶级之上;贫苦工农阶

级和小商人皆不宜再加税捐。 这样才能发展革命势

力,巩固革命的胜利!冶 [2]735

三摇 蔡和森群众思想的历史贡献

(一)为我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蔡和森分析当时国内社会的性质,首次指出中

国处于“半殖民地冶、“半封建冶社会阶段的科学论

断,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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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以及军阀、买办等各阶级和势力的性质、地位

与趋势,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采取正确的群众政

策做好了准备,正如他指出的:“要估量民族革命中

的各阶级势力和社会各阶级对民族革命的趋势如

何,然后才能定出我们在民族革命中的策略,有了革

命的正确策略才能完成革命责任。冶 [2]841鄄842 蔡和森

以群众史观为基础,根据对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多次

提出“同盟军冶、“联合战线冶问题,强调:“要想革命

仅仅依靠无产阶级作战是不可能的……我们不仅是

本身而且常常要抓住利用其他势力, ……如第一,
农民,……第二, 知识阶级, ……第三, 小资产阶级

小商人等。冶 [2]804提出要“组织一切民众势力及扩大

联合战线冶 [2]857。 这些关于革命对象、性质、领导力

量、动力和策略等问题的科学论述,为我党“团结一

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冶建立最广大的统一战线政策的

确立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为新民主主义理论

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为我党密切联系群众优良作风开创了

先河

蔡和森是我党最早关注、组织和领导群众运动

的领导人之一,也是我党的“密切联系群众冶作风的

倡导者[7]。 他积极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与中国

革命实践相结合,主张将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群
众党冶。 在党的作风建设上,蔡和森提出党员要深

入各职业机关、工厂、农场、议会等,“与民众亲切的

结合冶 [2]108,这是我党密切联系群众最早的论述之

一,对于我党做好群众的组织、宣传和发动工作,提
供了科学的指南。 在群众工作的具体方法上,蔡和

森强调要实行选举制度,让人民群众参与党内生活,
激发群众参与革命工作的热情;他反对“怕群众冶和
轻视群众的思想和行为,提出要真心实意地打开门

户接受人民群众监督、接受群众批评,及时清除对群

众工作的错误思想,努力改进群众工作方法,不断增

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强调要从群众利益出

发,发展和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利益,才能赢得群众对

党的领导、对革命事业的支持和拥护。 蔡和森关于

人民群众伟大力量的认识和发动群众、相信群众、依
靠群众、联系群众的思想和观点,对我党密切联系群

众优良作风的形成和群众路线的确立做出了开创性

的贡献。
(三)为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供了

借鉴

蔡和森关于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党要密切联系群众、团结和发动群众等思想为当前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

鉴。 一要把持续加强群众观教育作为党的建设的长

期任务。 要不断加强全党宗旨观教育,始终不渝地

反对“四风冶、改进作风,切实防止轻视群众和脱离

群众的危险。 二要把维护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

的根本利益作为党的建设的核心目标。 尤其是在世

情、国情、党情发生重大变化的今天,始终把人民群

众的利益摆在第一位,按人民的意愿执好政、掌好

权,努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

益,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这是我党长久执政

的基础和源泉。 三要把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作

为党的建设的重要要求。 一方面要警惕党的领导机

关和领导干部脱离群众,要坚持让群众选举和信任

的人进入党的机关;另一方面要积极发扬民主,注意

敞开大门接受群众批评和监督,切实保障人民群众

的主人翁地位,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

性,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 四

要把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作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常态

内容。 要创新服务理念、健全服务机制、拓宽服务渠

道、改进服务方式,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党员服务基层

群众的优势,努力在服务中密切党群关系、解决群众

困难、维护群众利益、汇聚群众力量。
总之,蔡和森的群众思想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群

众史观的继承,又是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经验总结,
其对群众力量和群众工作方法的论述,对于中国革

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提

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

成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党

的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引和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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