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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阶段党群关系和党的群众工作理论研究”（项目批准号：04BDJ017）的
最终研究成果。
    本书围绕人民群众主体论这一主题，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党群关系理论、群众工作理论进行了系
统的研究和论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正本清源和与时俱进问题，从人民群众历史主体论、实
践主体论、价值主体论、权力主体论、利益主体论、执政主体论等方面论述了人民群众主体论的观点
；提出和论证了执政条件下党群关系的实质是人民群众主体论基础上的政治地位平等、权力委托和利
益代表关系，并深刻论述了这种新型党群关系的基本要求；提出了创新群众路线的实现方式和群众工
作思路问题，研究并探讨了群众工作的本质要求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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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工作规律的要求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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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研究——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正本清源和丰富发展　　一、一个具有
根本性意义的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正本清源和丰富发展　　当我们开始研究本课题的时
候，就发现要从理论上真正搞清楚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群关系和群众工作理论，逐需要从根本上搞清
楚关于“群众”的概念，需要从根本上搞清楚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观念，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问题。
这不仅应当是本课题研究的逻辑起点，而且是全部研究的理论基础和立论根基。
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人民群众主体论的群众观，才可能给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党
群关系一个准确的定位和清晰的理论思路与实践基础。
　　（一）关于“人民群众”及其定位　　对于“人民群众”这样一个使用率极高的概念，也许人们
认为没有研究的必要，也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应当被“公民”所取代的过时的概念。
但是当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我们党的建设和执政实践中一系列现实问题的时候，就发现这仍然是一个
不可缺少又绕不过去的基本概念。
问题在于对这样一个人们熟知的概念，究竟如何理解仍然是需要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现实中的情况是，长久以来对于这一看似简单的概念本身的理解以及对其在社会体系中的定位，始终
存在很深的分歧甚至对立的观点。
尤其是把人们通常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念与社会上关于群众的传统观念加以比较，就使人更加感
觉到这一概念的内涵，至今仍然是一个需要认真考察和研究的基础性问题。
　　中国古代是没有“人民群众”概念的，“群众”一词也很少见到。
在少数文人例如荀子那里，曾经出现过“群众”的词语，但是它的基本含义，只是指人群、众人。
即使在中国近代社会，也极少见到关于“群众”或“人民群众”的用语。
因此可以断言在中国传统社会，“群众”一词不是一个政治概念。
实际上在中国传统社会，同我们今天的群众概念相对应的是“民”和“臣民”的概念。
这个“民”或“臣民”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框架内是指社会的底层，统治者统治的对象。
尽管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具有丰厚的基础，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影响颇深，南宋著名
理学家朱熹也认为“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社稷虽重于君而轻于民也”，但是，社会的
基本结构已经为“民”确定了不可改变的地位，即“君在上，民在下”，即“民”必须臣服于君。
社会的主人是统治阶级、统治者。
这种定位在中世纪一以前的欧洲也是通行的。
　　随着西方社会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在批判宗教神学、张扬人性的同时，也
对中世纪的专制集权进行了批判，提出了社会契约论等政治观点。
在他们那里“人民”和“群众”的概念偶有使用。
但是总体上看人们更多地使用的是“民众”或“公民”的概念，其指向主要是作为具体的个人的“公
民”。
从他们的基本观点上看，除了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等极少数学者赋予“人民”主权者的地位，
大多数的资产阶级思想家都是主张“人民”或“群众”要通过契约把权力让渡给社会的精英阶层，由
他们行使统治权，人民只能服从而不能反对他们的统治。
原因就在于他们认为“人民”或“群众”虽然天生具有平等权力，但是他们缺乏理性，不能正确行使
权力，导致各种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这样的认识成为西方社会占主导地位的观点，他们所谓的群众理论，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以近乎诅咒
的语言描写群众及其行为。
甚至直至今天，西方主流社会仍然坚持这样的立场和观点。
几本当代相当有影响的著作如勒庞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作家埃利
亚斯·卡内提的《群众与权力》、西班牙著名思想家奥尔特加·加塞特的《大众的反叛》、法国塞奇-
莫斯科维奇的《群氓的时代》等，都从社会学、生物学、心理学等不同的角度论述了“群众”的特性
，群众与权力、领袖的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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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的笔下，群众具有非理性、情绪化特征，判断能力低下，目光短浅，盲从，轻信，对事物过于
敏感，易冲动。
既具有革命性、破坏性，又容易追随领袖和屈从于权威。
容易受到“群众领袖”的煽动、利用、操纵和奴役。
就道德水平而言，其犯罪倾向和自我牺牲的英雄主义两个方面都超过个人。
因此“群众”一词经常与愚昧、盲从、非理性、无组织、暴力等概念一起出现，尽管在他们的群众理
论中“群众”主要是一种政治心理现象，是指人们在特定情境下产生的一种心理和行为方式。
按这种理解，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群众的一员，即在特定情境下产生群众心理，采取群众行为。
也就是说，只要人们以某种方式聚集，聚集起来的人们产生某种特殊的心理或采取某类行为方式，他
们就是受集体逻辑（co11ective1ogic）支配的群众。
但是实际上在他们的话语系统中，群众的典型，或者说本身的心理和行为方式最接近于群众的人，主
要的也是平民大众。
丛日云先生曾经作过类似上述的分析，这种分析是符合实际的。
透过西方群众理论家们隐晦的学术性语言，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他们群众观的实质。
　　最早对西方主流社会关于群众的理论给予根本性颠覆和革命性改造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
对于人民群众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参加社会实践得出了与资产阶级学者
根本不同的结论。
他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观察世界，向人们揭示了一个最简单也是最不可否认的事实，这就是
社会发展史同时也是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的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早期批判鲍威尔兄弟唯心史观的著作《神圣家族》一书中，就针锋相对地指出
：“批判的批判什么都没有创造，工人才创造一切，甚至就以他们的精神创造来说，也会使得整个批
判感到羞愧。
英国和法国的工人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工人甚至创造了人⋯⋯”他们告诉人们，“一些穿着褴褛不堪的粗布夹克的工人，他们显示出对地质
学、天文学及其他科学的知识比某些有教养的德国资产者还要多。
阅读最新的哲学、政治和诗歌方面最杰出的著作的几乎完全是工人，这一事实特别表明了英国无产阶
级在取得独立的教育方面已经有了多么大的成就。
资产者是现存的社会制度以及和这个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各种偏见的奴隶；他胆怯地避开和千方百计地
排斥真正标志着进步的一切；无产者却眼睛雪亮地正视这一切，高高兴兴地而且很有成效地研究它们
。
”资产阶级学者指责群众没有教养、愚昧无知，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却指出：“工人不论在对政
权或对个别资产者的斗争中，处处都表现了自己智慧和道德上的优越，特别在与所谓‘雇主’发生冲
突时，工人证明了他们现在是有教养的人，而资本家则是愚昧无知的人。
同时他们大都是抱着幽默态度进行斗争的，这种幽默态度是他们对自己事业满怀信心和了解自己优越
性的最好的证明。
”他们亲身经历了1848年和1871年的巴黎革命运动。
尽管他们不是革命的发动者和组织者，尽管他们对革命发动的时机和方式等有所保留，但是对于人民
群众的革命激情和行为他们还是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和旗帜鲜明的支持。
他们尖锐地指出：“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甚至资产阶级的最光辉灿烂的成就都不是
它自己争得的，而是平民大众，即工人和农民为它争得的。
”对人民群众的行为，在资产阶级学者看到负面的地方，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看到了正面；对勒庞等人
所诅咒的行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给予了高度肯定和赞扬。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人民群众”观念的革命性颠覆和革命性改造，在列宁创立和领导的苏联
布尔什维克党、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和古巴共产党等马克思主义政党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列宁在他富于激情的演讲中曾经讲过：“千百万创造者的智慧却会创造出一种比最伟大的天才预见还
要高明得多的东西。
”“胜利是属于被剥削者的，因为生活是属于他们的，数量的优势、群众的力量是属于他们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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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不顾身的、有思想的、真诚的、勇往直前的、正在觉醒过来建设新事物的、蕴藏着无穷的精力和才
能的所谓‘老百姓’，即工人和农民的那种取之不尽的力量是属于他们的。
　　胜利一定是他们的。
”在论述人民群众的作用时他指出：“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像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制度
的积极创造者的身份出现。
在这样的时期，人民能够作出从市侩的渐进主义的狭小尺度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迹。
”“俄国的整个新纪元正是靠人民的热情赢得并且支持下来的。
”出身农民家庭的毛泽东，对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更是具有独特的深刻理解。
还在青年时代，他就向人们揭示了一个道理，“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
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
汗。
”对于人民群众的作用，他曾经有过这样的论述：“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
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
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
”他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更是用富于激情的语言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
的动力。
”在他的一生中，曾经把人民群众比做“上帝”，在《愚公移山》中说：“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
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
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
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
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
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他也曾经把人民群众比做“眼睛”，要求共产党员“保卫人民，犹如保卫你们自己的眼睛一样”；
他还把人民比做“土地”，比做“水”，种子离不开土地，鱼儿离不开水。
在整个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他之所以能够以非凡的胆略发动和依靠亿万人民群众战胜艰难险阻，
在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实现他的伟大构想，就是源于他这种基本立场和观点。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人民群众观点上对西方群众理论的革命性颠覆，不是主观随意提出和形成
的，而是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世界观观察社会历史问题得出的必然结论。
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它证明人民群众作为社会主体，是社会实践的主体。
是人民群众在社会实践中创造了物质财富，提供了社会物质生活的基本条件；他们的社会实践为社会
精神文化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促进了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在社会革命变革中，人民群众的作用
则是更加不可否认的。
既然是这样，那么就只有人民群众才是社会历史的真正的主人。
伟大的马克思去世以后，恩格斯在他的墓前曾经作了一篇经典的讲话，在讲话。
中，恩格斯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
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
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
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
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基本理论为马克思主义者正确认识人民群众及其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
用，确定了基本前提和基本立场，所以他们得出了与西方群众理论家截然对立的观点和结论。
正如有人指出的：“西方群众理论家所担忧的，正是他们所寄予希望的；西方群众理论家所恐惧的，
正是他们所欢迎的；西方群众理论家要抑制的力量，正是他们要动员的力量；西方群众理论家心目中
的民主的消极因素，他们则作为建设理想社会的积极力量。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就有一段旗帜鲜明的“糟得很”和“好得很”的论述。
他指出，对于那“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
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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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
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来未曾成就过的奇勋。
这是好得很。
”“‘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
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
”这段话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它是在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的1927年写的，表明毛泽东对于
刚刚兴起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鲜明态度，它给人一种痛快淋漓的感觉，是鼓舞人心的。
今天我们要从中吸取的是什么呢？
是它所揭示的道理：对待人民群众的基本观点取决于其基本立场。
这一点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变化而发生根本性变化。
否论今天西方的群众理论专家还是历史上的统治者或文人墨客，当他们不惜抛弃斯文，露出凶相，诅
咒人民群众的时候，他们都是站在人民群众的对立面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这一点是毫无例外的。
当然作为整体的人民群众的行为也需要客观、历史的评价，但是无论如何，它都是客观的，是与历史
发展的方向一致的，是社会历史规律的体现和实现。
在这样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下来观察和对待人民群众，才能够产生正确的观点和态度。
　　经过上述阐述，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的概念，是一个政治概念，是一个从社会历史
主体视角研究社会结构时使用的整体性概念，而不是一个法律概念，也不是一个特指某一群体或个人
的具体概念。
而公民则是一个准确的法律概念。
因此它们之间的区别还不仅是个人与整体性的区别。
尽管我们已经进入法制社会，但是政治仍然有它相对独立的领域和专用术语，人民群众的概念仍然有
它独立的内涵和适用的范围，它是公民概念所不能取代的。
而且由人民群众概念进一步衍生的群众观，更是不仅仍然存在，而且仍然是具有实质性意义的。
　　（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正本清源　　马克思主义对西方传统群众观的颠覆早在马克思的时代
已经实现，在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那里，在后来的共产党人那里，其基本精神得到了坚持和发扬，形
成了较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的理论和观点，即马克思主义群众观。
也正是以此为理论基础和实践理性，共产党人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支
持，在全世界范围曾经获得巨大的胜利，曾经形成能够在几十年间足以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抗衡的
社会主义阵营。
直至今天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仍然在中国、古巴、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发挥着导向性作用，它在密切和
保持共产党与人民群众血肉关系中发挥着巨大的社会作用。
但是我们同时又不能不看到在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那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理论和实践观念也出现
了种种变形和扭曲的问题，使我们深深地感觉到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正本清源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
实践上，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
　　显然这里首先需要搞清楚的一个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内涵是什么。
我们说，群众观是对待群众的总的看法和基本观点，它包含群众概念的内涵、群众的构成、群众的地
位作用和对待群众的态度等问题的基本看法和基本观点。
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是马克思主义对待人民群众的基本看法和基本观点。
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经典作家没有集中论述，至今也没有见到理论界有比较系统的阐发，我们
能够找到的只是一些散见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哲学、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理论论述中体现
的对于人民群众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
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内容作系统阐述，不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核心是人民群众主体论，就是在以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分
析认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确立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主体和主人的观点，并进而确立马克思
主义政党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
这种基本立场、基本观点，有着各方面具体内容和本质要求，表现为人民群众历史主体论、人民群众
实践主体论、人民群众价值主体论、人民群众权力主体论、人民群众利益主体论和人民群众执政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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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等实实在在的理论内容。
这些理论内容从本质上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
民群众谋利益的基本政治路线、基本组织路线和尊重人民群众、向人民群众学习、从群众中来到群众
中去的基本认识路线，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基本执政理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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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正本清源和丰富发展确立、巩固和发展新型党群关系。
创新群众路线的实现方式和群众工作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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