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 论 巴 枯 宁 无 政 府 主 义

罗 徽 武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一直进行着长期的不 调 和 的斗

争。今天,回顾一下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出现的巴枯宁无政府主义所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所

具有的特点,以及在当时工人运动中造成的危害,是有一定现实意义的

他才由西伯利亚流放地逃往日本,经美国到

达英国。一八六四年第一国际成 立 不 久 ,

巴枯宁在伦敦会见马克思时,虚伪地表示了

要 “努力为国际工作
”后前往意大利。在意

大利,他长期生活在人口众多的 游 民 无 产

者中间,很快结识了一批被资本主义的发展

弄得失去了有产阶级地位的青年和在社会上

盲目浮动的游民。他认为,这一大批 “完全

脱离了常轨,毫无升官发财的前途,看不到

出路”的人,一定会不加思索地投身到 “革

命”中来。他还认为,意大利是当时 “最革

命的国家”,而那些破产的、绝望的、破坏

-切的游民便是 “最革命
”的力量,是他进

行 “社会革命
”的希望。正如马 克 思 所 指

出:巴枯宁在四处碰壁之后和他所代表的乃:r

级一样,感到 “没有其他出路 ,只好冒冒失失

地投身到破坏一切的无政府状态中去”
Cε

他的支部自治、各自治小组的自由联合、天

权威主义、无政府状态之类无政府主义
=号

“就是非常适合那个
‘
游民

’
团佧士:胥 ==

动听辞句”②。于是,巴枯宁芰在
=民

众多

的意大利等国生活的几年里,逐污形咬了元

政府主义思想,走上了无政方主义道珞。

巴枯宁无政府主义其实也并不是什么孑

鲜货色,而是从蒲鲁东之流那里剽窃来的。

任何一种机会主义恐潮在其受到批判之后,

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出现,有着深刻的

社会历史根源和思想认识根源。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正是世界资本主义

的发展时期,但在意大利、瑞士、西班牙等

国,资本主义经济比较落后,小 生 产 者 还

占绝对优势。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经济危

机的侵袭9这些国家的小农和手工业者纷纷

破产,社会就出现了一个人数众多的游民无

产者阶层。这些游民,由于倾家荡产,流离

失所,因而产生了一种绝望的心情、破坏-
切的情绪和复仇的思想,要求实行 “社会清

算
″、 “摧毁一切”。巴枯宁无政府主义,

正是这种游民心理状态的反映和绝望情绪的

产物。

巴枯宁,一八一四年五月十八日出生于

俄国的一个官僚贵族家庭。他在青年时期,

曾任 沙皇 炮兵军官,总想出人头地,往上

爬。一八四⊙年后9他辗转在德国、法国、

瑞士等国留学,受到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

阶级思潮的影响。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时,

巴枯宁到处推行冒险圭义,失败后被捕引渡

给沙皇政府。这期间,他几次向 沙 皇 政 府

写 《忏悔 r艹》,乞求活命。到一八六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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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毒并不是轻易就能肃清的,往往在新的历

史条仵下又改头换面地重新出现。巴枯宁无

政府主义就是蒲鲁东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蒲

鲁东反对任 f「」
^形

式的 “统治与服从
”;巴枯

宁则 “反对权崴主义”。蒲鲁东叫囔 “
回家

是反革命的
”
,“政权是暴政工具和堡垒”

;

巴枯宁 则 宣 称 “国家是主要祸害
”,要消

灭一切国家和政府,实行 “元政府状态
”社

会。蒲鲁东把超阶级的”
自由”、“平等

”、

“
独立”看成是 “人类普遍理性

”的最高要

求,巴枯宁则要求个人 “最充分的自由”
,

鼓吹 “各阶级的平等”。蒲鲁东自命为 “超

人
”
的 “社会天才

”
多巴枯宁更以天生的救世

主自居,白 称 “
革命英雄

”。总之,正如巴

枯宁所自称的,他的理论是 “扩大丁的、发

展了的⋯⋯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体系”
③。

巴沽宁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认识根源是极

端个人主义。我们知道 ,小 资产阶级和流氓无

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本能地

怀疑和反对任何国家政权,他们的生产状况

和生活条件,决定了他们在思想上的极端个

人主义、自由主义和作风上的无组织性1涣

散性。因此,以小资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

为社会基襁的巴枯宁元政府主义右9总是从

极端个人主义出发,标榜他们致力于元产者

个人的解放,致力于谋求个入的利益。他们

还把争取个人的利益和他们小集团的利益夸

张为正义事业,看得高于一切。正是从这种

极端个人主义出发,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者又

都是个人自由主义者。他们认为人的意志是

完全自由的,而政治上的自由就应当以承认

这种自由意志为基础,因而他们只要自由,

不要纪律,只要民主,不要集中,要求个人有

“不受任何限制”的 “最充分的自由”。同

时,也正是从极端个人主义出发,巴枯宁无

政府主义者又都是个人至上主义者。他们无

限夸大个人的力量9全身膨胀,目 中无人,

不承认世界上有任何高出于个人的东西,囚

而反对-切权威和服从、¨切国家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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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还把革命看做是个人唯意志的行动,反

对任何组织的力董和群众的智慧,并且乞灵

于个人密谋策略和恐怖暗杀活动去 “摧毁一

切”,谋求 “解放”。所以,正如列宁所深

刻指出的: “
无政府主义是改头换面的资产

阶级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无政府主义整个

世界观的基础。”
④

巴枯宁元政府主义具有自己 “
独特的理

论”,是无政府主义的典型代表。

无政府主义的本意就是 : “无 权 力 、

无秩序的状态″。反对一切权 力 (或 叫 权

威),否定任何服从9是巴枯宁无政府主义

的核心。他们把权威看成是屈辱、奴役的根

源9认为 “一切权威都是虚假的、专横的、

致人死命的”,宣称自已 “仇视专政、执政

主义和权威主义的原则″9并把自己的纲领

称为
“对权威的极大抗议”

⑤。巴枯宁无政

府主义者所控制的各家报刊,不仅一开始就

宣传这种反对权威的特殊纲领 ,而 且 蓄 意

制造并且保持它的纲领同国际的纲领之间预

谋的混乱。他们在反权威主义的旗号下,进

行破坏国际团结统一的派别活动,反对总委

员会的权力9要求
“
支部白治”,分裂瓦解

国际。巴枯宁元政府主义这种反对一切权威

的主张,同 马克思主义是根本不相容的。马

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按一定生产关系

形成的联合体,权成的客观基础是人们的联

合行动,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里,一定的权

威,一定的服从,都是必需的,它是组织社

会、维持和发展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的必要

条件。恩格斯正是在批判巴枯宁 时 指 出 :

“
一个仅仅由两个人组成的社会,如杲每个

人都不放弃一些自治权,又怎么 可 能 存 在

呢?” ⑥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生产和集体生

活更需要权威和服从。列宁在批刿无政府主



义时也曾指出: “
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我

们决不
‘
幻想

’
一下子就可以不要任何管理

机关和任何服从多这种由于不了解无产阶级

专政的任务而产生的无政府主义幻想,是与

马克思主义根本不相容的。”
①

巴枯宁无政府主义,从反对权威的原则

出发,反对一切国家,否认任何政府,把实

现 “
无政府状态”

社会9作为自己的战略目

标。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关系是社会的基

础9国家作为一种上层建筑9是经济基础的

反映。然而,巴枯宁却在唯心史 观 的 支 配

下,完全颠倒了经济基础和上层 建 筑 的关

系,根本否认现存社会罪恶的根源是资本主

义制度,而认为是国家本身。他认为是国家

权力造成了私有制9而且是国家通过关于继

承权的法律巩固和扩大了私有制。因而,他提

出废除继承权是社会革命的起点, “废除国

家,那时资本就会自行完蛋
”

⑧,宣称不管

是 “君主国、立宪国、资产阶级共和国或者甚

至是革命专政都不重要。我们把它们一律看

做是剥削和专制制度的必然而加以仇视和反

对。”
⑨巴枯宁的这种观点,完全抹煞了无

产阶级国家同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国家的本

质区别,根本否定了国家的产生和消亡与经

济的发展及阶级的产生和消灭的必然联系。

无产阶级在革命胜利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之

所以需要国家,是为了镇压国内外阶级敌人

的反抗,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发展社会生

产力,组织城乡人民的生产、分配和交换等

方面的工作。无产阶级国家只有在完成自己

的历史使命以后9才能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

亡。然而,巴枯宁却要立即废除一切国家和

政府 ,代 之以 “无政府状态
”社会。他宣称,

在未来社会里,将是只有极端民主、绝对自

由的 “无命令、无权力、无服从、无制裁
”

的状态。这就不仅从根本上否定 了无 产 阶

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使命,

而且从根本上否认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原

则。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的基本意思是多

数人的统治。在社会主义社会里9为了实现

多数人的统治必须有意志和行动上的集中统

-,有建立在自觉基础~L的铁的纪律9有社

会主义的法律和法令,有权威和服从。巴枯

宁散播 “
无政府状态”

的幻想,不仅在于不

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最根本的是为了

实现无政府主义的战略目标。

如何才能实现 “
无政府状态”这一战略

目标呢?巴枯宁反对群众有组织的政治、经

济斗争,把放纵一切恶欲,实行无 情 的 破

坏, “摧毁一切”,作为自己的策略原则。

巴枯宁认为,政治是维护一定国家的,既然

国家是主要祸害9就不应从事一 切 政 治 运

动。当时, 《国际工人协会章 程 》明 确 规

定: “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都应该作为手段

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
”
⑩ ,把政治运动作为工

人阶级实现经济解放的主要手段。然而巴枯

宁却公然对抗国际的章程,宣称 “任何政治

运动都是反动的”
①,主张放弃一切政治运

动。在他们这伙无政府主义者看来,要进行
“社会革命

”
,只有依靠巴枯宁这样的天才人

物的领导,以流氓无产者和破产农民为真正

动力。巴枯宁甚至狂吠: “强盗就是英雄、

保卫者、人民的复仇耆”
②。他认为9革命

就是无情的破坏,只要 “放纵一切恶欲v,

依 靠 这 类 搞打、砸、抢的社会渣滓,搞谋

杀、抢劫、盲目暴动,就能 “摧毁一切”。

对于这种无政府主义的破坏行为,他们还美

其名为 “社会清算
”,看成是 “革命的仝部

秘密”。

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者,在革命的词句的掩

盖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进
行分裂主义的派别活动,对国际的团结统-
和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无政府主义者往往都是两面派。巴枯宁

就是打着 “社会主义”
旗号反对无产阶级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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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破坏无产阶级革命的罪魁。他虽然抛出 y

寓胬的社会主义纲领 ,打起了 “社会主义
”
旗

号,但这只不过是扮演他最喜爱的江湖骗子

角色。一八七○年九月法国里昂爆发了起义 ,

巴枯宁便急急忙忙赶到那里去推行无政府主

义。他不仅放弃在已经夺得的市政厅设置瞥

卫,而且颁布了关于废除国家的法令,着手

实行无政府状态社会。但是9正如马克思、

思格斯所揭露的: “正当他的关于废除国家

的法令经过分娩的剧痛之后终于 出 世 的 时

候,便可耻地被几个国民自卫军士兵从那里

赶走了。”
⑩事实表明,如果革命刚一胜利

就废除国家,搞无政府状态,必然将胜利果

实拱手送绘敌入。当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

伟大尝试巴黎公社失败后,巴枯宁又迫不及

待地参加了国际资产阶级和反动派诽谤公社

的大合唱。他公开诬蔑公社 “给革命事业带

来 了 极 大 的损失”,是 “犭E罪行为9是蠢

事
”。这就暴露了他们的 “社会革命”

的假

雨具,表明他们的实行 “
无政府状态”社会

之类 “极端革命的叫喊”,实质是破坏无产

阶级革命,反对建立元产阶级专政。

无政府主义者都是分裂主义者:巴枯宁

无政府主义突出地表现为组织上 的 宗 派 主

义、分裂主义,造成了国际组织的公开分裂。

马克思认为,在当时工人运动重新高涨,民
族解放运动不断发展”欧美各国无产阶级国

际团结愿望日益增强的历史条件下,成立国

际是为了加强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是为了

用真正的工人阶级的战斗组织来代替那些社

会主义的或半社会主义的宗派,把欧美整忄

战 斗 的 工 人阶级联合成一支大军。但是,

巴枯宁无政府主义却严重地危害了国际的团

结。他们为了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在国际

萆命队伍巾坚持宗派主义,拉帮结派。巴枯

宁拼凑了所谓 “社会主义同盟”这个层层控

制、派内分派的秘密宗派集团,进行反对国

际的阴谋活动。他企图l黾过这个宗派集团,

把他的无陂府主义纲领强加给整个国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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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接受i司盟的
“
刈一切

‘
统 治、政 府 监

护、上司和杈威
’
无晴宣献的纲领。”⑦他

们为使 “同盟”成为国际内部的国中之国,

更是到处拉山头,搞小圈子,以无政府主义

派别划线9在函际内部拉拢一部分人,打击

一部分入,抬-部分入,压一部分人,竭力

扩张自己的宗派势力。他们曾以瑞士汝拉山

区为基地,积极向西班牙、意大利、法国、

比利时等地区突击发展 “同盟”组织,导致

国际组织在瑞士等地的公开分裂。巴枯宁集

团搞分裂的一个重要埋论根据就是无政主义

的 “
支部白治”,因而在自已的 旗 帜 上写

上 “支部自治”的瑞士汝拉联合会,便成了

国际各种各样分裂活动的主脑机关,无政府

主义者控制的支部便成为一个个 独 立 的 山

头,使国际出现了 “明有山头暗有礁”的局

面。

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者疯狂反对国际总委

员会的合法权力,严重破坏民主集中制的组

织原则,妄图建立无政府主义的独裁统治。

民主集中制是国际首创的组织原则。总委员

会是在民主基础上产生的权力机构和执行机

关。但是9巴祜宁集团却反对总委员会的权

力,破坏国际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统一。他

们对国际的路线、方针和决议采 取 各 行 共

是、各自为政的态度,甚至公开抵制9擅 自

推翻。在他们控制的地方,国际 的 各 项 决

议者阝遭到反对,正如马克思、恩 格 斯 在 揭

露他们时所说: “在同盟有分支的地方,在

意大利特别是在西班牙,巴塞尔代表太会和

伦敦代表会议的各项权威主义的决议同总委

员会的权威主义一样,到处都遭到疯狂的攻

击。”
⑩他们还否定了个入服从组织、少数

`I员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利用自己

控制的局部地区闹事。他们自封的意大利联

合会,就公然召开代表会议通过对抗总.委 员

会的决定,声明 “不再同伦敦总委员会锞持

任何-敌”,于趱 “
同盟的'亍弋表大会就f冂 囝

际的代表大会分宦抗制:” ④。他们以反 `曾、委



员会
“权咸主义″

为名,行瓦解和篡夺国际

领导权之实。巴怙宁一伙要求把总委员会变

成 舀通讯统计局
”或者 “

信箱”,使 国际支

为一个无形的、涣散的、用 “
同盟″

n饣语言

来说就是 “无定形″的东西。他们企图以此

使国际组织逐浙削弱,而使巴枯宁一伙在国

际内部的秘密团体的影响自然增强,从而逐

渐 控 制 国 际9实现无政府主义的统治。可

见,对巴枯宁之类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学说

是次要的东西9仅仅是抬高他个人的手段。

他要打倒一切唯独不打倒自己,他要反对一

切权威而却要大树特树自己的权威,他头脑

里是一片无政府状态,但却有一个明确的思

想: “使其他人承认自己是国际的领袖
”
⑧。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揭露他 们 时 所 指出

〔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冫笫18昝 ,第500页。

② C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巷 9第钅85页。

③转引自: 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冫上栅, 笫 1ε 2

页,蔺务印书馆1976年版。

④ 《列宁全集D第 5巷 ,笫 29碰 页。

⑤转引自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巷 ,第s14页。

⑤ 《马克思恩袼斯书信选集》,第3Os页。

⑦ “列宁选某》第3爸 ,笫 212页。

⑧ 《马克思恩路斯选粜》笫4咎 ,笫 4∞页。

③ C马克思恩格斯全集D第 1δ s,弟 s97页 。

H0: “对总婪豇会苴战的母创,只是掩益他

们的真正目的的-种手法罢了。他们的舆正

目的足破坏国际9从而使围际属从于同盟的

秘密的、教黟F制 的和独我的统治。”
⑩

韦实表明9必须同无政府主义作斗争,

才能维护国际的一个基本原川一 团绾, 才

能 夺 取 社 会主义事业的肚利。因此,马克

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一直进行右激烈斗争。

在一八七二年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上,第一国

际终于把巴枯宁及其死党开除出去,取得了

反对无政府主义斗争的重大牲利。

历史的经验证明: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

争是一项长期的任务9我们必须把这个斗争

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

⑩ 《马克思恩胳斯选集》第2昝 ,笫 316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笫 1ε巷,第⒛ 1页。

0转引自 《马克思恩格圻全集》第18昝 , 第铜5

丿t.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D笫 18爸 ,第⒛员。

⑦ 巛马克思恩辂斯仝集D第 13爸 ,第甾5页。

⑤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D弟 18昝 ,第】59、 i63、

16钅 j刂。

⊙⑧ 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昝·第375、 羽龟

丿t。

耦

镞

最近,我院斩成立了 “科学文艺研究室”。这个研宪室,将组织对科学文艺感※趣均师生阅读科 普 作

品和举办不定期的讲座,对攵艺园地出现H勺 色香动人的鲜花——科学文艺开庾 I1/JT究 工作。研宪窆成立 后 ·

收到了中国科普协会常务理事、著名科普作宋叶永烈同志的贺唇和他坩迭”苜官亍著 《论科学文艺D。 研 宄 窒

从十一月七日起已举行了数次科学文艺报告会,先后由四川省科芒协会剧秘书长刘隹寿、四川省利普 创 作

协会成员季元龙同志作 了 C国内舛科学幻想小说发展概况》、 巛科学与文学》等学本报酱。  (邓 蓥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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