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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列宁在指导俄国革命的过程中ꎬ在政治认知、政治决策、觉悟群众、社会动员、组织能力等方面均

有鲜明的观点和重要的贡献ꎮ 列宁不仅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关于政治认知的工具、政治决策的学说和觉悟群众的

武器ꎬ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ꎬ而且从政治领导入手ꎬ关注思想引领、社会影响和组织群众ꎬ在鼓动、宣传和

组织中做了大量工作ꎬ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飞跃ꎮ 深入挖掘和总结这一历史经验ꎬ对于进一

步推动政治领导力建设至关重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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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领导力是中共十九大提出的一个重要

政治概念ꎮ 在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

织力、社会号召力的“四力”之中ꎬ政治领导力居

于首位ꎮ 政治领导力包含着政治认知力和政治

决策力ꎬ落实在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

号召力上ꎮ

一、政治认知力是政治领导力的前提

政治认知力是政治领导力的重要形式ꎮ 政

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归属于党

的政治建设ꎬ都是政治认知力的重要表现ꎮ 这些

基本政治概念要解决的是“我们是谁” “我们在

哪里”和“我们去哪里”的基本问题ꎬ在这些问题

的背后都隐含着“那里是个什么地方” “为什么

要去那里”的提问ꎮ 而回答这些问题ꎬ就需要从

政治认知上搞清社会性质和社会规律ꎬ才能更好

地帮助我们解决“为什么去那里”和“怎样去那

里”的问题ꎮ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领导国际工人运

动的时候ꎬ依靠揭示人类社会内部的矛盾和发展

规律的办法ꎬ确立了基本的政治立场、政治方向、
政治原则和政治道路ꎮ

理论是政治认知力的集中体现ꎮ 列宁作为

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ꎬ其政治领导力首先表

现在对于俄国社会性质的政治认知上ꎮ １９ 世纪

末期ꎬ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与民粹派争论的焦点是

俄国的社会性质问题ꎮ 民粹主义作为已经堕落

的“最平庸的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理论”ꎬ〔１〕

看到了俄国农民破产和贫穷ꎬ否认俄国社会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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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性质ꎬ企图避开资本主义ꎬ避开无产阶级ꎬ
直接进入共产主义ꎬ这与马克思主义认为必须通

过资本主义来组织社会主义形成了尖锐矛盾ꎮ
列宁从马克思主义自然历史过程出发ꎬ认为判断

俄国社会的性质应该把社会关系归结为生产关

系ꎬ再把生产关系归结为生产力水平ꎬ才能看清

社会形态的真正性质ꎮ “生产资料的生产比消费

资料的生产增长得快ꎮ” 〔２〕 按照这一原理ꎬ１９ 世

纪晚期的俄国已经迈入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门槛ꎮ
列宁天才地洞见“人民大众的贫穷并不构成资本

主义发展的障碍ꎬ反而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表现和

条件”ꎮ〔３〕专业化、市场化和技术手段的提高与人

民群众的贫穷相伴而来ꎬ而这种大规模的经营和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ꎬ将人民大众带进了阶级结构

之中ꎬ人民大众的集中和觉悟ꎬ恰恰是社会主义

革命的条件ꎮ
政治认知是政治决策的前提条件ꎮ 没有完

整、全面和系统的政治认知ꎬ就谈不上科学的政

治决策ꎬ更谈不上正确的政治行为ꎮ 随着正在走

来的资本主义社会ꎬ俄国面临着民主主义和社会

主义的双重任务ꎮ ２０ 世纪前ꎬ以劳动解放社为

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与自发的工人运动是

理论与实践尚未结合的两股力量ꎮ 俄国一些有

民粹主义倾向的人认为社会主义是未来的事业ꎬ
而当前的民主革命才是俄国迫切的政治任务ꎬ因
此工人阶级只需要加入民主革命的队伍就行了ꎮ
列宁认识到ꎬ俄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提出了两者结

合起来的历史要求ꎬ社会民主党必须成为自觉的

革命党ꎬ必须在工人中进行鼓动工作ꎬ使工人认

识到自己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事业ꎬ从而唤醒工人

的阶级意识ꎬ加强自身团结ꎮ 工人阶级应该做民

主革命的领导者ꎬ而不是追随者ꎮ 应该把民主主

义放到社会主义的历史序列中进行ꎬ民主主义只

是前奏ꎬ而社会主义才是目的ꎮ “只有科学社会

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学说ꎬ才是革命理论ꎬ才能作

为革命运动的旗帜ꎮ” 〔４〕工人阶级政党应该宣称:
“只有无产阶级ꎬ才能成为政治自由与民主制度

的先进战士”ꎮ 把工人阶级作为“先进战士”划

分出来作为领导者ꎬ不会“削弱”民主运动和政

治斗争ꎬ而是“加强”民主运动和政治斗争ꎮ〔５〕 列

宁从俄国生产力发展的物质基础中创造性地揭

示了俄国社会发展的趋势ꎬ号准了俄国历史运动

的脉搏ꎬ俄国革命只能是社会主义的ꎬ社会主义

也只能通过俄国革命来实现ꎬ民主革命只能是社

会主义革命的前奏ꎮ 这一准确的政治认知为布

尔什维克党制定纲领和策略提供了最为有力的

根据ꎮ
１９０５ 年革命之后的俄国进入国家杜马实验

的阶段ꎮ 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者企

图让渡无产阶级的领导权ꎬ承认资产阶级的领导

权ꎬ建设一个各政党、各阶级联合起来的“全权杜

马”ꎮ 列宁从一个“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立

场出发ꎬ说明俄国的这场革命并不是资本主义与

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ꎬ而是资本主义的“两种形

式”和“两条道路”的斗争ꎮ 以土地国有化的土

地纲领解决农民的需求ꎬ确保无产阶级的领导

权ꎬ以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完成资产阶级革

命的任务ꎬ才是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全力争取”
的“比较短、比较快的道路”ꎮ〔６〕 在社会主义革命

最为困难的时期ꎬ列宁仍然坚信:“无产阶级的不

可战胜是以俄国和全世界的经济发展来作保证

的”ꎮ〔７〕“危机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避免

的组成部分”ꎬ“危机与崩溃”仍然是资本主义的

必然结局ꎮ〔８〕资本主义难以避免的危机与俄国事

态的发展越来越成为社会主义这个种子茁壮成

长的肥料和沃土ꎮ 敌人的打击正造成工人阶级

团结的保证和力量ꎮ 几千个无产阶级的先进分

子能够领导上百万的工人阶级进行一场声势浩

大的民主革命ꎬ那么由几万个无产阶级先进分子

领导的上千万人参加的革命一定能把敌人打垮ꎮ
列宁把 １９０５ 年的俄国革命视为无产阶级政党领

导的“特定阶级的群众的第一次自觉的政治运

动”ꎬ是“革命纪元的开始”ꎮ〔９〕 革命虽然最终失

败了ꎬ但人民最大的收获是 “他们丢掉了幻

想”ꎬ〔１０〕工人阶级的壮大、坚定领导党的形成、革
命条件的成熟ꎬ都无可避免地发展起来了ꎮ 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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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种子ꎬ一定会有十倍、百倍、千倍、万倍的

收获ꎬ这就是列宁的卓越政治认知ꎮ

二、政治决策力是政治领导力的核心

政治决策关乎政治方向、政治道路ꎬ其重要

性自不必言ꎮ 列宁善于从政策和策略上理解马

克思主义理论ꎮ 它不是抽象的理论ꎬ而是一套改

造现实世界的方法ꎮ 马克思毕生都十分注意无

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问题ꎮ 政治决策力体现

着政治领导力水平ꎮ
对俄国进入资本社会的性质判断带来了无

产阶级政党的政治任务ꎬ也就是政治决策ꎮ 大机

器工业在俄国的迅速发展造成了一个先进的工

人阶级ꎬ俄国工人运动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各国工

人阶级国际运动的一部分ꎮ 联合逐渐成为工人

运动必需的东西ꎬ自发的罢工斗争客观上具备了

“政治的性质”和“公共的性质”ꎬ在社会主义还

没有申请“进入”的时候ꎬ工人运动开始主动自

觉地要求社会主义“加入”进来ꎮ〔１１〕 这一政治认

知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决策奠定了基础ꎮ 无

产阶级政党必须争取领导权ꎬ它的政治任务就是

要帮助俄国工人阶级将分散的罢工上升为整体

的阶级斗争ꎬ提高工人的阶级自觉ꎬ促使他们组

织起来ꎬ最终把国家政权转移到工人阶级手中ꎮ
国家政权是工人阶级斗争的“最终目的”和“获
得彻底解放的条件”ꎮ〔１２〕列宁从政治决策上指出

了工人运动的政治方向和政治道路ꎮ
在政治策略上ꎬ列宁始终反对机会主义和社

会沙文主义中的阶级合作思想ꎬ坚持社会主义革

命ꎬ认为革命是唯一的出路ꎬ没有任何中间道路

可走ꎮ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ꎬ列宁判断世界已

经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ꎬ危机引

发战争ꎬ战争带来革命ꎬ帝国主义战争为社会主

义革命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ꎮ 变帝国主义战

争为国内战争是列宁提出的重大政治决策ꎮ 当

时资产阶级把殖民地政策和帝国主义视为解决

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发展的一种方法ꎬ但列宁却把

帝国主义和殖民地政策视为资本发展必然出现

的无法“医好的病变”ꎬ〔１３〕 只有社会主义革命这

种方法才能彻底解决资本社会的内部矛盾ꎮ 帝

国主义不仅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ꎬ也是无

产阶级革命的前夜ꎮ 社会主义革命必须综合利

用民族解放斗争和争取民主的斗争ꎬ不为民主争

取彻底的革命斗争ꎬ就不能战胜资产阶级ꎮ 列宁

的帝国主义论ꎬ揭示了落后国家可以提前进行社

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ꎮ
俄国革命完全有可能成为世界革命的先导ꎮ

俄国具备了革命的三个条件ꎬ即上层不能照样统

治下去ꎬ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ꎬ群众的革命积

极性大大提高ꎮ １９１７ 年 ７ 月ꎬ列宁匿居拉兹里

夫湖畔ꎬ撰写«国家与革命»的理论著作ꎬ为革命

的政治决策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ꎮ 列宁把无产

阶级专政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之点”ꎬ如
果把马克思主义仅仅看作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

说ꎬ那就是“阉割” “歪曲” “局限”马克思主义ꎮ
“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

的人ꎬ才是马克思主义者ꎮ”这是马克思主义者与

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假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

义斗争的焦点ꎬ是判断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

石”ꎮ〔１４〕列宁判断“现在俄国革命的和平发展已

经不可能了ꎬ历史这样提出了问题:或者是反革

命完全胜利ꎬ或者是发动一次新的革命”ꎮ〔１５〕 “毫
无疑问ꎬ任何革命的最主要的问题都是国家政权

问题ꎮ” 〔１６〕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ꎬ夺取政

权ꎬ一切政权归苏维埃ꎬ这一重大政治决策为布

尔什维克和俄国人民指明了政治方向ꎮ
十月革命胜利后ꎬ面对德国提出苛刻的«布

列斯特和约»的条件ꎬ列宁批评“革命空谈”和

“装腔作势”的感情用事ꎬ主张立即同德国单独

媾和ꎮ “为了同暴徒进行正义的斗争而向强盗购

买武器则是完全合理的事情”ꎬ〔１７〕否则就等着在

三个月后的下台决定书上签字ꎮ 签订和约意味

着为未来的胜利争取时间ꎬ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是

通往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可靠路径ꎬ绝不承认可

以丧失俄国苏维埃政权来保住国际革命的“奇谈

与怪论”ꎮ〔１８〕只要保住了苏维埃政权ꎬ就是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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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个«布列斯特和约»也是值得的ꎮ 只要有足够

的能力ꎬ任何耻辱都会变成前进的巨大动力ꎮ 在

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ꎬ列宁把国家资本主义作为

实现社会主义的工具和阶梯ꎬ提出我们不仅苦于

资本主义的发达ꎬ我们更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

达ꎬ在俄国现有的经济形式中ꎬ国家资本主义是

最接近社会主义的经济方式ꎮ 利用无产阶级政

权的力量去搞租让制、合作社ꎬ利用资本主义建

设社会主义ꎮ 这都是非常大胆的政治决策ꎮ 由

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持续实施ꎬ俄国出现了

“最大的政治危机”ꎬ〔１９〕 工人和农民中普遍出现

了不满情绪ꎬ列宁领导的俄共决定退却ꎬ果断实

行新经济政策ꎮ 这一政策实施后ꎬ俄共迅速扭转

了局势ꎬ走出了困局ꎮ

三、实现政治领导力要有思想引领力

政治与思想是两个密切联系的概念ꎮ 现代

行为学说明ꎬ理论—思想—行动是现代大规模人

类活动的模式ꎮ “想象建构的秩序存在于人和人

之间思想的连接ꎮ” 〔２０〕思想是政治发挥作用的逻

辑中介ꎮ 任何理论工作的目的还在于从思想上

启蒙和武装群众ꎮ 在无产阶级寻求解放的过程

中ꎬ理论工作走在了实际工作的前面ꎮ “研究、宣
传、组织”成为工人运动的三部曲ꎬ理论工作结束

的地方就是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开始的地方ꎮ
从理论工作进入宣传工作ꎬ再进入组织工作ꎬ是
一个完整的工作循环ꎮ 经验表明:做好任何一项

工作都必须先做“思想领导者”ꎮ〔２１〕 无产阶级的

思想觉醒一定会把俄国带上社会主义的轨道ꎮ
无产阶级政党要做思想的启蒙者ꎮ 把马克

思主义的微光透进俄国社会的黑暗中ꎬ把社会民

主主义思想输入工人的血脉ꎬ唤醒群众ꎬ是列宁

最大的愿望ꎮ 民粹主义反对资本的社会化大生

产ꎬ反对社会主义革命ꎬ成为俄国社会民主主义

道路上的严重阻碍ꎮ 列宁深知ꎬ走哪条道路还在

于群众的选择ꎬ没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ꎬ就
没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行动ꎮ 理论的力量就在

于启发群众的觉悟ꎬ争取群众的参与ꎬ因而利用

刊物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灌输到群众中去成为最

为重要的任务ꎮ «火星报»刊文要求创办“全俄

政治报”ꎬ以推动建立革命组织ꎮ 这种全俄政治

报要做集体的宣传员、鼓动员和组织者ꎮ 政治报

纸就像一架“巨大的鼓风机”ꎬ“这个鼓风机能够

使阶级斗争和人民义愤的每一点星星之火ꎬ燃成

熊熊大火ꎮ” 〔２２〕“全民政治鼓动工作”要居于“全
部纲领、策略和组织工作的首位”ꎮ〔２３〕 革命首先

和主要的是善于进行宣传和鼓动工作ꎮ 无产阶

级政党一分钟也不应该忘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学习、研究和宣传ꎮ
无产阶级政党要做思想的播种者ꎮ 世纪之

初的民主革命已经深翻俄国的土壤ꎬ无产阶级政

党必须趁此播下社会主义革命的种子ꎮ 理论的

种子一旦在群众的心中萌发ꎬ思想的力量就会改

变世界ꎮ 只有广泛宣传革命ꎬ才能在群众中造成

相适应的社会心理条件ꎮ 这是无产阶级政党最

为基本和必须的事情ꎮ 列宁在撰写«帝国主义是

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时在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

中说明写作的目的在于“把受资产阶级愚弄的小

业主和程度不同地处在小资产阶级生活条件下

的千百万劳动者从资产阶级那里争取过来”ꎮ〔２４〕

科学社会主义必须从外部灌输给工人阶级ꎬ依靠

着这种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国际社会民主

党的经验ꎬ把革命运动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ꎬ才
能激发阶级斗争ꎬ形成社会民主主义不可战胜的

力量ꎬ并最终改变那种迫使穷人卖身给富人的社

会制度ꎮ 无产阶级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每一

分钟都应该对群众进行革命的思想教育ꎮ
提高群众觉悟是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生命

力源泉ꎮ 列宁认为ꎬ俄国革命之所以迟滞不前ꎬ
不是由于外界的原因ꎬ不是因为资产阶级使用暴

力ꎬ而是“由于群众的轻信的不觉悟”ꎮ〔２５〕 这种

“轻信的不觉悟”和“不觉悟的轻信”交织在一

起ꎬ严重延缓了俄国革命的到来ꎮ 无产阶级政党

的任务不是命令群众ꎬ而是做特别细致的、坚持

不懈的、耐心的说服工作ꎮ 列宁反对社会革命党

人的恐怖主义时指出:“要越过人民是不行的ꎮ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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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幻想家和密谋分子才认为ꎬ少数人能把自己

的意志强加给多数人ꎮ” 〔２６〕“一切真正的革命ꎬ其
科学的和实际政治的主要标志之一ꎬ就是积极、
自动和有效地参加政治生活ꎬ参加国家制度建设

的‘普通人’非常迅速地、急剧地增加起来ꎮ” 〔２７〕

四、实现政治领导力要有群众组织力

列宁一贯重视群众的历史主动性ꎮ 群众是

“人民的大多数”ꎬ至少包含着工人和大多数农

民ꎮ〔２８〕政党不仅要唤醒、激起、推动还在沉睡的

群众ꎬ而且要善于通过无产阶级和工会组织实现

对群众的领导ꎮ 领袖、政党、阶级、群众是一个完

整的系统ꎬ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ꎮ “脱离群众是

我们软弱无力和不能立即进行坚决斗争的主要

根源ꎮ” 〔２９〕群众是“隐约地燃烧着的易燃物”ꎬ〔３０〕

无产阶级政党就应当是火把ꎮ 对一个无产阶级

政党来说ꎬ我们的希望不是改良ꎬ不是妥协ꎬ而是

社会主义革命ꎬ立宪派、自由派、解放派、新火星

派ꎬ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政党都充满着机会主义

的毒素ꎮ “我们的唯一希望是人民ꎮ” 〔３１〕 坚定的

人民立场是列宁政治领导力最可靠的来源ꎮ
２０ 世纪初期ꎬ列宁总结了俄国社会的阶级

成分ꎬ在民主革命过程中形成和发展了新的“人
民革命观”ꎮ 社会主义革命不能一步到位ꎬ人民

革命和民主革命都是不能跨越的必经阶段ꎮ 列

宁把俄国社会中的沙皇、人民、官吏、警察、厂主、
地主、农奴主、包工头、富农、中农、贫农、农奴、市
民、庸人、富人、穷人、工人、农民、劳动人民、全体

人民等等放在一起进行分析ꎬ确定了革命的社会

民主党人需要争取的群众力量ꎬ提出了社会民主

党人争取政治自由的首要任务ꎮ〔３２〕 因为只有政

治自由才能为工人运动的政治权利提供政治保

障ꎬ才能沿着罢工的道路上升到阶级斗争的康庄

大道上来ꎮ １９０５ 年的革命高潮来临之时ꎬ社会

民主党是否参加临时革命政府成为当时政治决

策需要面对的中心议题ꎮ 列宁力排众议ꎬ要求为

“全体人民”争取改善ꎬ为“劳动人民”争取政治

自由ꎬ不满足于做一个“极端的反对派”ꎬ而是既

“从上面”又“从下面”、既从“宫殿里”又从“大街

上”参加临时政府ꎬ积极利用当前政权实现无产

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ꎬ这一政治决策提供

了从最低纲领通往最高纲领、从民主革命通往社

会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ꎮ〔３３〕 “人民革命观”不是

对阶级斗争学说的否定ꎬ而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

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ꎮ
政治领导力来源于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信任ꎮ

“领导力不是单向的ꎬ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相互

作用产生的合力ꎬ是党与人民群众呼应传递、双
向激励的政治过程ꎮ” 〔３４〕列宁认为ꎬ“只有群众才

能创造真正的政治”ꎮ〔３５〕劳动群众是我们克服困

难的根本依靠ꎮ 革命的真正标志是参与国家政

治制度建设的普通人非常迅速和急剧地增加起

来ꎮ〔３６〕 无产阶级的统一是社会主义革命最伟大

的武器ꎮ 列宁深谙“上面”与“下面”的辩证法ꎮ
如果说“上面”是党中央的权威ꎬ“下面”则是人

民群众的信任ꎮ 党中央的权威源于人民群众的

信任ꎮ 群众的情绪反应是“一切智慧之本”ꎬ是
一切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所在ꎮ〔３７〕

把群众组织起来是无产阶级政党战无不胜

的法宝ꎮ “无产者作为孤立的个体等于零ꎮ 他的

全部力量ꎬ他的全部发展ꎬ他的一切希望和愿望ꎬ
都来自组织ꎮ” 〔３８〕组织是用物质的统一来保证思

想的统一从而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起来的法宝ꎮ
“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能够击溃千百万日益觉

悟、日益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ꎮ” 〔３９〕 在党的中

央组织和地方组织的关系上ꎬ列宁要求要尽可能

地扩大和增加地方党组织的数量ꎬ每一个党组

织、最基层的工人支部都要建立“两周报告制”ꎬ
搞好同中央的关系ꎮ〔４０〕 列宁始终坚持认为ꎬ组织

能够使力量增加 １０ 倍、１００ 倍ꎬ甚至更多ꎮ〔４１〕 组

织是社会主义革命无比深刻和久恒的特点ꎬ是社

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最深的泉源ꎮ〔４２〕 无产阶级

政党能不能把自己组织起来ꎬ能不能把群众组织

起来ꎬ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ꎮ

五、实现政治领导力要有社会号召力

按照现代行为学的常识ꎬ政治认知和政治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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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如果不能被社会广泛接受ꎬ变成深远的社会影

响力和强大的社会号召力ꎬ最终的群众组织力是

谈不上的ꎮ 实际上ꎬ列宁在社会影响力和社会号

召力上的贡献是十分突出和十分卓越的ꎮ
２０ 世纪前后ꎬ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成为俄

国国内的两种政治主张和两股政治力量ꎮ 谁先

谁后ꎬ谁主谁次ꎬ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回答的问

题ꎮ 列宁坚持“革命马克思主义”ꎬ反对“合法马

克思主义”ꎮ 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场“人民革命”ꎬ
离开“全体人民”ꎬ离开“一切被剥削的劳动者”ꎬ
我们就不可能有任何其他手段可以加速社会主

义的到来ꎮ 坚持阶级斗争、发展阶级斗争、扩大

阶级斗争、加强阶级斗争ꎬ都需要整个社会的支

持和全体人民的参与ꎮ 借口阶级性而否定社会

性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贬低和歪曲ꎬ只能使马

克思主义变得“面目全非”ꎮ〔４３〕 人民革命是社会

主义革命的一个阶梯ꎮ 先是满足资产阶级ꎬ然后

满足农民和小资产阶级ꎬ最后满足无产阶级ꎬ这
是俄国革命的三个阶段ꎮ 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

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ꎬ必须区分不同的历史阶

段ꎬ在政治形势上作出正确的判断ꎬ把一切靠近

社会民主工党的团体都积极争取过来ꎮ 如果在

争取自由的事业中ꎬ忽视革命团体的分量ꎬ对他

们撒手不管ꎬ“那就是十足的书呆子气”ꎮ 我们

应该“坚持不懈地、有分寸地、耐心地利用政治斗

争和经济斗争的每一个行动对他们进行启发ꎬ使
他们在共同斗争的基础上靠拢觉悟的无产阶

级”ꎮ〔４４〕对全体群众“施加影响”ꎬ让他们“在决

定性时刻响应社会民主党的号召”ꎬ〔４５〕 这是列宁

特别强调的革命策略ꎮ
在推翻沙皇封建专制的民主革命中ꎬ任何一

种微小的力量都有可能成为改变历史方向的关

键力量ꎮ 列宁从 １９０５ 年革命后就一直在关注

“政治联盟” 〔４６〕问题ꎮ 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把对联

盟的思想领导放到第一位ꎬ否则对原则的严重违

反一定会使这种社会号召力受到严重破坏ꎮ 议

会制度的国家杜马是一种有用的革命工具ꎬ可以

宣传党的主张ꎬ扩大党的社会影响力ꎮ 列宁把参

加国家杜马选举看作是揭露封建专制制度、黑帮

和立宪民主党人的策略:“我们的首要职责ꎬ就是

尽一切努力在彼得堡把所有能够同黑帮和立宪

民主党作斗争的人都集合到自己周围ꎬ来实现人

民革命的任务ꎬ来发挥千百万人民群众的主动

性”ꎬ在抵制小资产阶级的反抗时ꎬ“除了这个办

法之外我们再也没有其他办法”ꎬ〔４７〕在后来夺取

政权和巩固政权的过程中ꎬ列宁的政治联盟思想

更加明确ꎬ“如果工作需要ꎬ即使是魔鬼的老祖

母ꎬ也要同它打交道ꎮ” 〔４８〕在这个时期ꎬ列宁的统

一战线思想逐渐成熟并发展起来ꎬ各种不同的社

会力量都被考虑进来ꎬ统一战线作为社会号召力

的重要载体出现并发展起来ꎬ社会号召力明显扩

大ꎮ
巩固和扩大社号召力的关键并不在于无原

则地迁就各种机会主义派别ꎬ且恰恰在于依靠人

民群众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ꎮ 斗争是无产阶级

的生命要素ꎬ也是无产阶级团结群众的秘诀ꎮ 马

克思主义政党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提高群众

的阶级意识、加强群众的团结、用政治发展的经

验教育群众”ꎮ〔４９〕列宁认为机会主义的要害就在

于无原则性ꎬ在于其动摇性和不彻底性ꎮ 列宁领

导的布尔什维克在社会民主党内曾经遭到无数

的咒骂ꎬ“盗用名义”和“分裂主义”是最突出的

罪名ꎬ但是布尔什维克却“团结了俄国五分之四

的觉悟工人”ꎬ而其他的社会民主党派别则成为

“一部崩溃和瓦解的历史”ꎮ〔５０〕 这一事实从正反

两方面说明布尔什维克的社会号召力通过有原

则的坚决斗争在不断增强ꎮ
扩大社会号召力ꎬ必须综合使用各种手段ꎮ

在争取群众ꎬ扩大社会影响力和提高社会号召力

上ꎬ列宁很早就看到鼓动工作的重要性ꎮ 鼓动既

是一种宣传ꎬ也是一种动员ꎬ与启蒙、觉悟、组织

等紧密相连ꎮ 在鼓动方法上ꎬ“鼓动员应该讲得

使人能听懂ꎬ他应该从听众熟悉的事物出发ꎮ 所

有这一切都是不言而喻的ꎬ并且不只是适用于对

农民的鼓动ꎮ 对马车夫讲话应该不同于同水手

讲话ꎬ对水手讲话应该不同于对排字工人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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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ꎮ” 〔５１〕鼓动是把经济斗争上升到政治斗争的重

要途径ꎬ是实现社会号召力的必经之路ꎮ 扩大社

会号召力ꎬ必须把合法斗争和秘密斗争结合起

来ꎮ “社会民主党在任何场合ꎬ在任何情况下ꎬ都
不应当拒绝利用哪怕是最小的合法机会来组织

群众和宣传社会主义ꎬ但是必须摒弃崇拜合法性

的思想ꎮ” 〔５２〕反对秘密斗争ꎬ就是限制无产阶级

的阶级斗争ꎬ就是对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背叛ꎮ

六、小　 结

列宁建党学说是中国共产党党建思想的主

要来源ꎮ 列宁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政治领导力的

理论概念ꎬ但其建党学说中却蕴藏着丰富的政治

领导力资源ꎮ 从内容上看ꎬ政治认知力、政治决

策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都是

交织在一起且富有时代价值的富矿ꎮ 从逻辑上

看ꎬ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

会号召力是一个完整的链条ꎬ它们与党的建设的

伟大工程紧密相连ꎬ渗透于党的政治建设、思想

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的各个方面ꎬ体现着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坚定性、自觉性、先进性和纯

洁性ꎮ 深入研究和思考这些内容ꎬ可以进一步凝

练政治领导力的学术概念和理论寓意ꎬ从而为构

筑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体系、加快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助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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