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 年 8 月
第 28 卷摇 第 4 期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Edition of Social Sciences)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Aug. 2012
Vol. 28摇 No. 4

[收稿日期] 2012鄄02鄄14
[作者简介] 王摇 刚(1976-),男,江西丰城人,中共厦门市委党校哲学教研室讲师,博士。

发展形式分析和内在联系探寻
———论《法兰西内战》的研究方法

王摇 刚
(中共厦门市委党校 哲学教研室,福建 厦门 361029)

[摘摇 要] “发展形式分析冶和“内在联系探寻冶是《法兰西内战》中运用的主要研究方法。
这一点首先体现在初稿的文本结构中。 马克思具体分析了法国社会的政治发展形式,即第一帝

国、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议会制共和国、第二帝国、国防政府、巴黎公社。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

分析这些发展形式与法国社会有机体的内在联系、发展形式之间的内在联系、社会各部分和方

面与不同性质政权的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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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法兰西内战》是马克思晚年的一部作品,写作

时间是 1871 年,距创作和发表《资本论》已经多年。
马克思在创作《资本论》过程中经过千锤百炼、已经

炉火纯青的研究方法,在《法兰西内战》中得到娴熟

的运用。 通过对文本的详细考察和认真梳理,可以

发现: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的主要研究方法是

“发展形式分析冶和“内在联系探寻冶,这也是马克思

在《资本论》中明确提及并广泛使用的研究方法。
一、发展形式分析和内在联系探寻———从《资

本论》到《法兰西内战》
(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研究方法的表述

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马克思曾经这样表

述过他的研究方法:“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
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
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之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

述出来。 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

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

构了。冶 [1]这段话简明扼要,但又深刻精辟,既表明

了马克思从事研究活动的目的,也指明了马克思研

究时遵循的程序。
掌握“现实的运动冶是研究的目的,是所需要探

明的知识。 而 “现实的运动冶又包含着两种内容:其
一,事物的各种“发展形式冶;其二,这些“发展形式冶
之间的“内在联系冶。 相应地,有两个更具体的研究

目的:第一,查明事物发展形式的变化,从何种发展

形式运动到另一种发展形式,回答的问题是“现实

如何运动冶。 第二,探寻事物为什么从这种形式发

展运动到那种形式,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发展而不是

那样发展,即查明不同发展形式的内在联系,回答的

问题是“现实为什么这样运动冶。 研究程序也有三

步:第一,“充分地占有材料冶;第二,“分析它的各种

发展形式冶;第三,“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冶。
马克思在写作《法兰西内战》时,很明确地使用

了上述研究方法,这首先体现在其文本结构中。
(二)《法兰西内战》的文本结构编排对其研究

方法的反映

在为《法兰西内战》所做的序言中,恩格斯指

出,马克思“在伟大历史事变还在我们眼前展开或

者刚刚终结时,就能正确把握这些事变的性质、意义

及其必然后果冶 [2],这说明,在写作《法兰西内战》
时,马克思的首要研究目的就是把握法国社会有机

体的“现实运动冶。 但是要把握“现实运动冶,就必须

进一步“分析事物的发展形式冶和“探寻发展形式的

内在联系冶。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体,法国社

会也不例外。 各类社会历史事件,不过是社会有机

体发展变化的外在表现。 这些事件的性质、意义、后
果、趋势等等,从根本上受制于社会有机体的整体发



展状况。 1871 年的法兰西内战,是法国整个社会有

机体发展的“现实运动冶的产物,要把握这一历史事

件,就必须深入分析法国社会的经济尤其是政治的

“发展形式冶,即第一帝国、第二帝国、国防政府、巴黎

公社等不同的法国政治发展形式,通过“事物的发展

形式分析冶,就能回答“法国的政治现实如何运动冶这
一问题。 在此基础上,还要进一步探究:为什么法国

政治形式会这样更替,为什么巴黎公社会出现,到底

应该如何理解巴黎公社的性质等等,即还要回答“法
国的政治现实为什么这样运动冶,这就要求进一步

“探寻这些政治发展形式的内在联系冶。
与上述研究目的相适应,马克思寻求这类知识

的方法步骤就是:
第一步:充分地占有材料。 即在内战爆发后,马

克思对关于事件的新闻报纸、杂志和各种新闻公报的

大量收集和占有,同时,马克思长期以来就对法国历

史收集过大量资料,进行过深入研究,以至于恩格斯

指出“马克思(具有)那样深知法国历史的精湛知

识冶 [3]。
第二步:确定事物的各种发展形式,即辨别从封

建王朝到巴黎公社期间法国所经历的各种政治发展

形式。
第三步:探寻这些不同发展形式的内在联系,并

将这些联系整合起来,形成一个好像“先验冶的结构,
得到更深层次的认识。

这种研究方法的运用在文稿的初稿中得到了非

常好的反映,见图 1。

图 1摇 初稿的文本结构分析

摇 摇 二、《法兰西内战》中关于法国社会政治“发展

形式冶的分析

为了理解内战的性质和趋势,马克思详细回顾

和分析了法国政权发展的历史,辨别和分析了法国

资产阶级政权经历的发展阶段,以及向巴黎公社的

发展,回答了“法国政治是如何运动的冶这一问题。
其运动图示见图 2。

以下是马克思对法国政权的几种主要形式进行

的详细考察。
(一)第一帝国:具有反封建性质的资产阶级政

权的最初形式

法国资产阶级政权起源于君主专制时代,最初

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在争取摆脱封建制度束

缚的斗争中的有力武器冶 [4]643。 18 世纪法国革命要

扫除领主的、地方的、城镇的、各省的特权这些中世

纪垃圾,所以要建立中央集权的、按系统的和等级分

工原则建立的国家政权,这是在第一帝国时期产生

的。 随着法国社会有机体的生长变化,这个政权的

性质和形式又都发生了改变。
(二)复辟时期、七月王朝、秩序党共和国:作为

阶级专制的工具

在复辟、七月王朝、秩序党共和国时期,国家机

器最高管理权不仅变成了统治阶级中各个争权夺利

的党派争斗的对象,而且,随着社会本身进入阶级斗

争阶段,“国家政权的性质,也不能不跟着改变(也
经历一次显著的改变),并且越来越发展它作为阶

级专制工具的性质,作为用强力长久保持财富占有

者对财富生产者的社会奴役,资本对劳动的经济统

治的政治机器的性质。冶 [4]644此时,国家政权作为专

制工具的性质变得愈加鲜明和突出,政权也采取了

新形式。
(三)第二帝国:法国资产阶级政权最后的也是

最淫贱的形式

第二帝国“强使两个阶级暂时休战(使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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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摇 资产阶级政权发展形式演变

也就是革命的阶级斗争形式沉寂下去);以摧毁议

会权力亦即占有者阶级的直接政治权力而剥去了国

家政权的阶级专政的直接外形冶。[4]645在其统治下,
适逢世界市场的变化,使资本主义获得了充分发展,
所以,它是“唯一能够使旧的社会秩序苟延一时的

国家形式冶,“全世界都欢迎这个帝国,认为它是‘秩
序的救世主爷冶 [4]645。 但资本迅速集中,导致资产阶

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鸿沟也日益扩大,阶级矛盾日

益尖锐,所以,马克思认为,它是发展到最后的也是

最淫贱的形式。
在内战爆发后,国防政府就是对这种腐朽政治

形式的延续。 而巴黎公社,则是对这种腐朽政治形

式的克服。
(四)“国防政府冶及其代表人物———僭取的和

实质上腐朽的政权形式

“国防政府冶是第二帝国垮台后的产物,似乎是

个新东西,但它不过是资产阶级政权的延续。 通过

深入分析“国防政府冶的内部结构、政治人物、政策

活动,可得出如下基本结论:第一,“国防政府冶不过

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延续,维护的是少数人的私利,梯
也尔等人代表的就是这些人的利益;第二,内战的历

史性质,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斗争,而不是梯也

尔等人说的是“政府对少数暴徒的战争冶,其实质乃

是社会解放斗争,是新旧社会形式的斗争。 因此,从
根本上讲,“国防政府冶也是一种资产阶级政权的腐

朽发展形式。
(五)巴黎公社———法国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

对“巴黎公社冶这一刚成立不久的全新政治发

展形式,马克思考察了它的军队制度、选举制度、公
务员制度、宗教政策、教育政策、司法政策等等,指明

了公社真正的性质:“公社———这是社会把国家政

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

社会本身的生命力;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

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

织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
这种政治形式代替了被人民群众的敌人用来压迫他

们的社会人为力量(即被人民群众压迫者所篡夺的

力量)(原为人民群众自己的力量,但被组织起来反

对和打击他们)。冶 [5]588巴黎公社这种政治发展形式

是帝国(资产阶级政权)的直接对立物,是历史上首

次出现的解放劳动和解放社会的政治发展形式。
三、《法兰西内战》中对法国社会“政治发展形

式冶的“内在联系冶的探寻

上述“发展形式分析冶是回答“事物怎么样运

动冶,但要掌握“现实的运动冶,还要进一步回答“这
些政治发展形式为何这样运动,进一步的发展趋势

是什么冶,这就需要揭示“内在联系冶。 马克思着重

探寻了三种层次的内在联系,见图 3。

图 3摇 三个层次的内在联系

(一)层次一:各种政治发展形式与法国社会有

机体的“内在联系冶
政治发展形式的更替,实质上是因社会有机体

本身的变化所致。 法国社会有机体的发展变化,是
引起法国政权发展形式变更的原因。 只要掌握了法

国社会发展变化的事实,就能回答“法国的政权发

展形式为何这样运动冶。 马克思追溯了每种政权发

展形式变动的社会根源。
1. 现代社会的兴起寅要求中央集权寅资产阶级

革命和资产阶级政权的产生

马克思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的中央集权国家机

器,最初是“作为新兴的现代社会在争取摆脱封建

制度束缚斗争中的一个武器冶 [5]584。 法国资产阶级

政权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法国“新兴的现代社会冶的

要求。
2. 社会集团的利益分化和利益固化寅要求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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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更有组织、严格规定的、等级分明的国家政权管

理体制寅第一帝国

第一帝国时期,国家机器获得充分发展,其推动

力也是来自市民社会本身的发展,由“各社会集团

的彼此关系产生出来的各个细小的个别的利益,从
社会中分离出来并以国家的形式固定起来,成为独

立于社会之上又与社会对立的利益,这种国家利益

交由那些担任经过严格规定的、等级分明的职务的

国务祭司们管理冶 [5]584。
3. 市民社会内部分工创造出新的利益集团寅为

国家创造出新的管理对象,要求政权具有更大的分

工程度寅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

市民社会本身的发展分化,继续推进着政权形

式的发展变化。 “市民社会身上的这个冒充为其完

美反映的寄生赘瘤,在第一个波拿巴的统治下得到

了充分的发展。 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除了使这个寄

生赘瘤有更大程度的分工之外,并未增添什么新东

西;这种分工是随着市民社会内部分工创造出新利

益集 团, 从 而 为 国 家 活 动 创 造 出 新 对 象 而 扩

大的。冶 [5]585

4. 社会日益发展到阶级斗争阶段寅国家政权为

了镇压,不得不加强政府权力的行动工具和集中程

度寅1848 年以后的法国的议会制共和国

当法国社会逐渐进入阶级斗争阶段,其政权形

式也日益表露出阶级统治工具的本性:“法国的议

会制共和国和整个欧洲大陆上的各国政府,在它们

与 1848 年革命作斗争中,由于对人民运动采取各种

镇压措施,不得不加强它们的政府权力的行动工具

和集中程度。冶 [5]585“国家政权也就愈益具有资本压

迫劳动的全国政权的性质,具有为进行社会奴役而

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的性质,具有阶级统治机器的

性质。冶 [6]

5. 由于政府权力和社会的巨大的脱离寅冒险分

子都可以运用它寅第二帝国

冒险分子之所以能成功发动政变并成立第二帝

国,实际上也和法国社会有关,是由于法国的政权和

社会本身的巨大脱离:“政府权力,脱离社会已经到

这样一种程度,以致一个以一伙饿鬼般的亡命徒作

后盾的、低能到可笑地步的冒险分子,都可以来运用

它。 这时,它已无需乎运用旧欧洲为反对 1789 年革

命建立的现代世界而结成的武装同盟来作借口

了。冶 [5]585这表明了资产阶级政权的腐朽性,所以,马
克思才称第二帝国是“最淫贱、最腐朽冶的形式。

6. 社会中工人阶级的力量日益壮大寅人民要求

为着自己的利益重新掌握自己的社会生活,要求反

对国家这个社会的超自然的怪胎寅巴黎公社(社会

解放的政治形式)
巴黎公社实际上是法国社会有机体自身运动的

必然结果,是法国社会有机体为摆脱资产阶级政权

束缚的必然要求,是法国社会要求自我解放的结果:
“因此,这次革命不是一次反对哪一种国家政权形

式———正统的、立宪的、共和的或帝制的国家政权形

式的革命。 它是反对国家本身、这个社会的超自然

的怪胎的革命,是人民为着自己的利益重新掌握自

己的社会生活。冶 [5]586“公社也是十九世纪社会革命

的开端。冶 [5]587

以上,马克思通过对“法国社会有机体冶和“法
国政权发展形式冶内在联系的探寻和揭示,对“事物

为什么这样运动冶给予了非常好的回答。
(二)层次二:各种政治发展形式之间的“内在

联系冶
考察完政治发展形式和社会有机体之间的联系

后,马克思进而考察各种形式之间的内在联系。 考

察结果有二:其一,巴黎公社以前所有的革命只是使

国家机器更加完善,而没有摒弃这个令人窒息的恶

魔,“历次的反动和革命所起的作用都只是把这一

组织起来的权力———组织起来奴役劳动的权力———
从这一手中转到另一手中,从统治阶级的这一集团

转到另一集团冶 [5]586,政权根本的性质仍是阶级统治

工具,所以只是一种量变。 其二,“巴黎公社冶的出

现则是一种质变,“它不是为了把国家政权从统治

阶级这一集团转给另一集团而进行的革命,它是为

了粉碎这个阶级统治的凶恶机器本身而进行的革

命。 ……第二帝国是这种国家篡夺的最后形式。 公

社是对它的绝对否定,因此,公社也是十九世纪社会

革命的开端。冶 [5]587所以,“巴黎公社冶与“资产阶级

政权冶的“内在联系冶是一种绝对否定的关系。
(三)层次三:社会各方面、各部分与巴黎公社

以及资产阶级政权的“内在联系冶
社会有机体由许多部分或许多方面组成,当社

会有机体中政权的性质发生变化时,社会各部分、各
方面势必也会受到影响。 掌握了这种内在联系,就
可以回答“事物发展的趋势是什么冶这一问题,即回

答社会各部分、各方面在“资产阶级政权冶的条件

下,其利益格局如何、发展趋势如何;而在“巴黎公

社冶这种社会解放的全新政权形式下,又会获得哪

些新的利益格局、会得到哪些新发展。
1. 农民分别与资产阶级政权和巴黎公社的内

在联系

马克思将两种内在联系进行了对比[5]594鄄598,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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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所示。
通过分析,马克思指出,公社是“唯一即使在目

前经济条件下也能立即给农民带来莫大好处的政

权冶 [5]598。
表 1摇 公社与资产阶级政权的农民政策对比

公社对农民的政策 资产阶级政权对农民的政策

废除兵役
要把这种血税牢牢缚在农民
身上

廉价政府
税吏牢牢抓住农民,向他们
索取寄生的、糜费的国家机
器费用

把他们从典押债魔手中解放
出来

使城市的高利贷者继续敲骨
吸髓地压榨他们

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公社
公务员

吞噬着农民的主要收入的、
寄生的司法人员

独立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 宪兵统治

真正的教育和教师的指导 僧侣的愚民统治

2. 中等阶级分别与巴黎公社及资产阶级政权的

内在联系

马克思指出,中等阶级曾经和资产阶级政权勾

结在一起,但二者的矛盾更为深刻和激烈:“这个中

等阶级遭受着股票经纪人、铁路大王、动产信用公司

之类诈骗公司的掠夺,遭受着资本家的联合组织

(股份公司)的抢劫。冶 “如果说,这个阶级在政治地

位上受着贬抑,在经济利益上受着打击,那么,精神

上则被这个制度的无耻闹宴所激怒。冶 [5]600马克思在

分析了巴黎公社的政策措施以及利益格局后指出:
“只有工人阶级能够把他们从僧侣统治下解放

出来。冶 [5]600

3. “共和政体冶与巴黎公社和资产阶级政权的

内在联系

在资产阶级掌权时,“共和冶这种政治形式只能

沦为幌子,职业共和党人看不到这种内在联系,“他
们对 1848—1851 年的试验,镇压巴黎的内战熟视无

睹,而真心相信阶级专制的共和形式是一种可能的、
持久的形式冶。[5]601其实,“共和形式冶的性质和作用

取决于更为基本的政治关系,“法国所有的有生力

量都承认:在法国和在欧洲,共和国只有作为‘社会

共和国爷才有可能存在;这种共和国应该夺去资本

家和地主阶级手中的国家机器,而代之以公社;公社

应该公开宣布‘社会解放爷为共和国的伟大目标,从
而以公社的组织来保证这种社会改造。冶 [5]601只有在

工人阶级掌权的条件下,“共和冶形式才能真正发挥

作用。
4. 民族复兴与巴黎公社以及资产阶级政权的

内在联系

在资产阶级政权条件下,“民族复兴冶实际上是

一种沙文主义,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沙文主义是借

助常备军来延续国际斗争的手段,是用挑拨本国的

生产者反对另一国的生产者兄弟的办法以压服本国

生产者的手段,是防止工人阶级的国际合作的手段,
而这种合作是工人阶级解放的首要条件。冶 [5]605

只有在公社条件下,民族复兴才有了真正可能

性。 工人阶级推翻现有政权,是拯救民族的必要条

件,因为腐朽的资产阶级已经失去了治理国家的能

力。 但工人阶级自身的解放就成为振兴法国的条

件。 “这里也说得很明白:工人阶级的政府只有致

力于工人阶级自身的解放才能真正拯救法国,完成

民族事业,因为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同时也就是复

兴法国的条件。冶 [5]605

5. 中央与地方关系在巴黎公社以及资本主义政

权下的不同表现

马克思认为,在资产阶级政权条件下,“地方与

巴黎冶的关系,即中央与各地地主议会的关系,是一

种相互勾结、共同反对社会进步和社会解放的共谋

私利的关系。 在公社条件下,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
是通过公社组织取得的政治统一。 “巴黎就是要用

前述的(公社的)政治统一去代替这种存在于法国

社会之外的中央集权的法国。冶 [5]609

6. 财产制度与巴黎公社同资产阶级政权的内在

联系

马克思阐明这种内在联系是为了批判孔德派的

观点。 以为资产阶级制度具有永恒性的人,会认为

现存财产制度也是永恒的,人们关于财产的观念和

占有方式也是永恒的,“在他们看来,他们现在的财

产的阶级形式———一种过渡性的历史形式———就是

财产本身,因而消灭这种财产形式就是消灭财

产。冶 [5]609马克思指出,他们不懂得现存财产制度的

过渡性质。 在新的社会形态中,人们的财产制度、财
产观念都会发生改变,“可怜的人们! 他们甚至不

知道,财产的任何一种社会形式都有各自的‘道德爷
与之相适应,而那种使财产成为劳动附属品的社会

财产形式,绝不会制造个人的‘道德限制爷,而会将

个人的‘道德爷从阶级束缚下解放出来。冶 [5]610

综上,马克思通过分析在不同性质政权的条件

下社会各方面可能会取得的新的性质,初步回答了

“事物将如何运动冶这一问题。
四、结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运用和发展马

克思的研究方法

以上分析表明,在创作《法兰西内战》时,马克

思最主要的研究方法是“发展形式分析冶和“内在联

系探寻冶。 其基本思路是将社会看成一个有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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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这个有机体的生长形式(发展形式),以及生长

形式(发展形式)同整个有机体及其各部分的内在

联系,从而将整个社会的现实运动描绘和揭示出来,
所以,马克思的方法也可看作是一种生物学方法。

在《法兰西内战》中,除了分析法国政治的“发
展形式冶和探寻“内在联系冶以外,马克思还对巴黎

公社的成败得失的经验进行了总结,预测了法国政

治的发展趋势,为国际工人运动提出了斗争策略,批
判了各种相关错误思潮。 可以看出,经验总结、趋势

预测、策略制定、批判等等认识活动,均需要以“发
展形式分析冶和“内在联系探寻冶为前提和基础。 所

以,在马克思的研究方法体系中,“发展形式分析冶
和“内在联系探寻冶是最基础、最根本的方法。 《法
兰西内战》这一研究政治事件的经典名著表明,马
克思的上述方法确实能够帮助研究者很好地把握

“现实的运动冶。
在当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应该

学会使用这种研究方法。 可以将中国这个发展变动

的社会看成一个有机体,研究这个有机体的各种发

展形式,探寻这些发展形式的内在联系。 离开对马

克思的研究方法的应用和发展,很难产生真正的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 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
为进行中国社会的“发展形式分析冶和“内在联系探

寻冶展示了一个方法论范例,我们吁请学界同仁一

起来运用、检验、发展、完善马克思的这一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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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Pattern Analysis and Inner Link Tracing:
On the Methods of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WANG Gang

(Philosophy Research Faculty, the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Xiamen Municipal Committee, Xiamen, Fujian 361029, China)

Abstract: The method used in "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is " development pattern analysis" and " inner link tracing" . This point has
been shown by the text structure. Marx analyzed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of French politics, that is to say: First French Empire;
Bourbon Restoration; July Monarchy; Parliamentary - based republic; Second Empire; National defence government; the Paris
Commune. Based on this method, Mars traced the inner links between these patterns, these patterns and social organism, these
patterns and social sectors.
Key words:the Civil War in France; methods; development pattern analysis; inner link tra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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