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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所认为的民主的马克思主义定义 

  

可以从不同角度和不同方面对民主下定义。但是，本文所探讨的主要是从政治制度和政治意识形

态层面对民主所下的定义。 

如本文开始所说，本文所探讨的民主，是指社会政治制度层面上的民主，亦即列宁所说的作为国

家形式或国家形态的一种。它不是指人民权利层面的广义的民主权利或管理层面的民主管理原则，不

是指思想观念层面的民主精神或民主观念，也不是指行为方式层面的民主作风和民主的工作方法等。

现在理论界所争论不休的民主，其实质都是从社会政治制度和政治意识形态层面展开的。 

马克思说：“‘民主的’这个词在德语里意思是‘人民当权的’”；[9]“国家是抽象的东西。只

有人民才是具体的东西。”[10] 恩格斯说：“民主这个‘概念’……每次都随着人民的变化而变

化”；“资产阶级统治的彻底形式正是民主共和国”。[11] 马克思又指出：“显而易见，如果主权存

在于君主身上，那么谈论同它相对立的存在于人民身上的主权就愚蠢了。因为主权这个概念本身不可

能有双重的存在，更不可能有对立的存在”；“二者之中有一个是不真实的，虽然已是现存的不真

实。”[12] 

列宁把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付诸实践，成功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他对民主有过大量精辟的论述。

他认为，“任何民主，和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这种上层建筑在阶级消灭之前，在无阶级社会建立

之前，是必然存在的），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

的。”[13]“民主就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

居民有系统的使用暴力的组织。”[14] 列宁还进一步论述说，民主“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

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

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15] 但是，“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

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资产阶级民主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保证公民不分性别、宗教、种

族、民族一律平等，但是它无论在什么地方也没有实行过。”[16]“极少数人享受民主，富人享受民

主 ——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度。”[17]“无产阶级民主（苏维埃政权就是它的一种形式）在

世界上史无前例地发展和扩大了的，正是对大多数居民即对被剥削劳动者的民主。”[18] 

毛泽东说：“实际上，世界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

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

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19]。 

江泽民说：“世界上的民主，都是具体的、相对的，而不是抽象的、绝对的。任何一种民主的本

质、内容和形式，都是由本国的社会制度所决定的，并且都是随着本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发展的。”

[20] 

马克思主义上述关于这种狭义民主的含义，主要揭示的是在阶级或有阶级的社会里，以国家形态



 

所表现的民主的特殊本质。因此，民主的本意应该是多数人的统治，即“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这

就揭示了民主与国家在本质上的一致性。它一方面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部分人使用暴力，另一方面也

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人民）一律平等。“民主”这两个字中，关键在“民”字，就是我们通常

所说的人民或公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相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历史阶段，人民具有不同的规定性。

在奴隶民主制下，奴隶在法律上是物品，并不是人，只有奴隶主才是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在封建民

主制下，农民已不算地主直接占有的物品，他可以把一部分时间放在自己的土地上为自己劳动，但他

们不享受其他社会权利，只有地主才是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在资产阶级民主制下，从形式上看，无

产阶级和其他劳动大众都是“民”，实行的是“一人一票”的选举制，是多数人当家作主，但实质上

是有产者少数人当家作主。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就是容忍被压迫者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压迫阶

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他们﹗”[21] 这就是资产阶级民主制下形式与内容、名与实的严重

背离，是资产阶级民主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也是一切私有制条件下的民主制度不可克服的内在矛

盾。 

只有在真正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民主的多数人的统治才能变为现实，从而也才能实现民主的形式

与内容、名与实的高度有机统一。 

有人说，民主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这就是民主的定义。我认为，这是对民主的一般意义上的

定义。并没有讲清它实质性的内涵，即“人民”的具体内涵。我认为，可以对民主下这样一个定义：

任何民主，和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这种上层建筑在阶级消灭之前，在无阶级社会建立之前，是必

然存在的），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民主，实质

是一种国家形式或国家形态。世界上从来没有抽象的、纯粹的民主，而只有具体的、历史的民主。不

同的社会形态，有着发展着的不同社会类型和程度不同高下的民主。 

广义民主的含义，指的是各种社会形态下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民主所具有的基本特征，它适用于国

家形态的民主，也适用于非国家形态的民主，还适用于国家形态下各个不同阶级内部的民主。原始社

会没有国家形态的民主，但是有非国家形态下的民主的存在。恩格斯曾明确肯定原始社会有过“古代

自然形成的民主制”
[22]

。 列宁也明确肯定过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原始的’民主制”
[23]

。 

现在我们常说的党内民主、企业民主、村民自治、小区民主、学术民主、军事民主等都是广义民主中

国家形态下的人民内部民主精神的体现。 

我们通常所说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既包括国家形态的民主，也包括非国家形态的

民主，而注意力是在国家制度上。 

民主是国家形式和国家形态的一种，其实质就是阶级的统治，是社会上层建筑中最核心的部分。

而所谓的自由、人权都是在一定国家形式形态下公民权利的特定表现。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在民

主、自由、人权的关系中，民主是前提、是核心。只有有了民主，才可能有自由和人权。这就如同一

棵大树，民主是大树的树干，自由与人权是这棵树干上的枝杈，枝杈是依附于树干的，自由与人权是

依附于民主的。只有有了一定的国家形式或形态，其阶级或个人的自由和人权才有可靠的保障。所

以，只要讲清楚了一定的民主，自由、人权等也就顺理成章的比较容易讲清楚。 

民主、自由和人权，都是在人类历史发展一定阶段形成的概念。无论是在阶级社会，还是在从阶

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里，或是在世界上依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

情况下，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全人类共同享有的民主、自由、平等与人权。资产阶级是打着民主、自

由、平等和人权的旗号上台的，它们的政府从来都把自己标榜为全体公民的代表。但是，实践早已揭

穿了资产阶级的这类谎言。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与人权，就决不会

有无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与人权。当然，马克思主义绝不排斥抽象思维中的认识论意义上的民

主、自由、人权的一般。但是，必须准确把握和揭示民主、自由、人权的内涵与实质，以利广大工人

阶级和劳动人民争取自己的民主、自由与人权。争得这些权利，本来就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的

一个重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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