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索、批判、创新之力作——读李铁映同志《论民主》 

  

刘奔 

  

  

《论民主》一书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理论、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政治理论、中国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和党内民主，揭露和批判了西方资产阶级标榜的民主的虚伪性。 

民主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研究的重点在于在如何搞清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基础上真

正实现民主。《论民主》一书认为，实现民主离不开民主制度的建设。作者从唯物史观出发，把民主制度及其建设定位于上层建筑

领域，强调不仅要加强民主制度的哲学研究，同时还要加强民主制度的政治哲学的研究。作者还专辟一章对民主制度的哲学研究进

行了研究。坚持唯物史观，加强民主制度的研究和建设，对于争取民主、实现民主，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民主，在争取民主、实现民主的斗争中走过了光辉历程。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民主和专政是紧密相联的，对人

民的民主离不开对敌人的专政。《共产党宣言》曾深刻地指出，无产阶级的第一步是要夺取政权。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

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实现了人民民主专政，为人民争得了人权和民主。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强

调以法治国，大力推行法制建设，以法治为基础，进一步扩大了人权，确保了民主；以法治国，实现法治社会，为民主制度建设注

入了新的内涵，把我国的民主推向了新的阶段。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今天，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我国的

民主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把先进性与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

益联系在一起，是我们民主政治理论的一个鲜明特点。 

非常难能可贵的是，《论民主》强调人民的利益，强调始终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作者认为，“只有当人民群众

意识到了自己的长远利益及眼前利益，才更加自觉地在党的旗帜之下团结奋斗，去实现自己的利益。”正如马克思所说，现代历史

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 

在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大搞欺骗宣传的情况下，该书不失为一部清除思想混乱的好教材。 

有一个问题似乎值得商榷，这就是目的和手段的关系问题。尽管在特定条件下可以说，目的和手段是对立统一的，民主可以作为目

的，但在二者之间毕竟有主导方面，恩格斯说：“如果不立即利用民主作为手段实行进一步的、直接侵犯私有制和保障无产阶级生

存的措施，那么，这种民主对于无产阶级就毫无用处。”这恐怕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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