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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贝 夫 的 平 等 观

罗 徽 武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刚刚结束 ,便产生了格拉古 ·巴贝夫领导的平等派运动。实现社会平

等 ,是这一运动的纲领和巴贝夫空想共产主义学说的核心。本文仅就巴贝夫的不成熟的无产

阶级平等观作些探讨,以加深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种根本不同的平等观的认识。

巴贝夫的平等观,是 “从对资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反应中产生的”①。表现为它既从资产

阶级的平等观念中吸取了或多或少可以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更同资产阶级的平等观和极端不

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是根本对立的。

巴贝夫的平等观,是无产阶级的先驱及广大劳动人民对标榜 “自由”、 “平等”的资产

阶级和极端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强烈不满的反应。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 “从中世纪的等

级转变为现代的阶级的时候起 ,资产阶级就由它的影子,即无产阶级,经常和不可避免地伴

随着。同样地,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 ,也有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伴随着。”②巴贝夫等18世

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及平等观,正是当时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

的产物。当时,法 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很不发展,仅仅处于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社会

确立阶段,无产阶级还没有形成为独立的阶级。因此,无产阶级的先驱及广大劳动群众虽然

曾同资产阶级一道参加反对封建制度争取自由平等权利的斗争,但是也存在着同资产阶级根

本不同的政治、经济要求。资产阶级虽然高举理性、人权、自由、平等的旗帜进行革命,但是
“由

‘
理性的胜利

’
建立起来 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③

法国革命的结局只是以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代替封建的剥削压迫。代表大资产阶级的热月党

和督政府执政后,废止雅各宾专政时期的民主措施,迫害革命民主力量,取消人民的普选权

利;废 除
“最高限价法令”,取消对投机活动的限制,实行经济放任政策,投机活动空前猖

獗,物价暴涨,使劳动人民处境急剧恶化,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广大人民的不满情绪普遍增

长。作为劳动人民利益维护者的巴贝夫曾积极投身法国革命,目 睹法国当时激烈 的 阶 级 斗

争,面对革命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极端不平等,而且身受残醋的迫害,于是他反映了劳动人民

的愿望,形成了他的平等观9并领导了平等派运动。巴贝夫平等派运动,是 “作为现代无产

阶级的多少发展了的先驱者的那个阶级的独立运动。” C巴贝夫的平等观 ,便是它相应的理

论表现。正如恩格斯所指出:逑种平等观
“是对极端的社会不平等,对富人和穷人之问、主



人和奴隶之阀、骈奢淫逸者和饥饿者之间的对立的自发的反应”⑤。

巴贝夫抓住了资产阶级标榜自由平等的话柄,赋予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白然法和理性主

义以新的内容,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作为无产阶级先驱的平等观。把它作为反对资本主义社会

的思想武器,对资产阶级的所谓自由、平等的虚伪性进行了无情的靼挞9对资本主义社会的

极端不平等进行了尖锐的揭露。

首先9巴贝夫揭露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导致人们经济J也位出11t平等。

巴贝夫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了社会的不平等。他认为,大 自然赋予每个人以平等

地享受全部财产的权利,平等是一种基本的自然权利9因而私有制是违反自然法和理性的社

会制度 ,是社会灾难和不平等的根源。他说9人类之所以不平等 “这是野蛮的资本强加到我

们身上的法则”,是 “一小撮掠夺者恶棍的吞噬一切的贪利私欲,造成无数失业者,使他们

各受压迫,所以私有制这个万恶的制度的根不是不能剥开予以铲除的”⑥。但是,资产阶级

在所调 “财产”权是
“
人人共有

”
的权利的幌子下维护私洧制。这只是一种伪善9实质是维护

资产阶级的特权。他说: “虚伪的所有权”的瘟疫已经非常广泛地流传, “私有权的致命祸

害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⑦。资产者大规模的财产杈造成了人们经济上的极端不平等。他

揭露热月党和督政府 “所儆的一切,却是使人民世世代代把自己的血汗流到一小撮可憎的富

豪的金质器皿中”⑧,致使人民极端贫困。他写道: “谁也不能否认,工人阶级即人民基本

群众的骇人听闻的贫困,现在比奴隶制度的十四个世纪注定它遭受的贫困还要大许多倍
”
⑨。

从雨造成富人和贫民之间 “一些人的地位是这样凌驾于一切之上,而另一些入的地位是这样

受到压制9这种骇人听闻的不平等”,因而人民 “
都会遣贲社会地位 很 高 的 所 有 制 的 宠

丿1″ ⑩。

巴贝夫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更使财产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加剧了财富的不

平等。他认为9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 “令人厌恶的分配制度,一些人拥有的财产比他们按最

宽裕计算的需要多一千倍、一万倍、五万倍⋯⋯而其余不可计数的人拥有的财产远远沙于他

们的需要,或者几乎一无所有″o。 人们 “因此而被剥夺了生存的权利,这种社会是不逍德

的、丑恶的和腐朽的社会”
C∷ 。因此9他强烈地反对这种财富的不平等,宣称: “我维护贫

民的事业,反对财富的不公平
”③。

巴贝夫还指出,资产阶级政府同高利贷者、投机商人勾结9进行种种巧取蒙夺,加深了

人们之间经济上的不平等。他把资产者称为 “高利贷者和掠夺者匪帮”。他认为,由于 “政

府和
‘
高贵的

’
高利贷者携手合作”,致使

“
广大群众才会横遭掠夺

”
。巴贝夫靶商晶生产和

消费的全部周转过程称为贸易。他认为: “
贸易应当使所有参加贸易的人均等地得到生活必

需品,但实际上却是极不均等”。这是由于 “投机者和商人暗中勾结在一起”,共同策划阴

谋9进行盘剥9因 而使 “劳动成果从一开始就规定要大量集中在罪恶的投机商手中”。

因此 9巴贝夫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所标榜的平等,只是以基于财产的新的不平等代替旧

的封建等级的不平等。他进一步指出,1791年宪法关于必须交纳不同的税款才能分别取得选

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规定9便是按财产划分等级9造成新的不平等。他揭露,这是 “在三个旧

的等级的残余上出现了四个等级:一生丁占有者等级、十生丁占有者等级、五十生丁占有者

等级、一法郎占有者等级”臼在这四个新的等级中,悲惨的一生丁等级 “不能在任何国家机

关中担任公职,我们被剥夺了选举我们自已的领导人和参加审议国家事务的权利”。因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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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平等 “已经不过是空虚的影子”。

其次,巴贝夫进一步深刻地揭露资产阶级国家极少数资产者对绝大多数劳动者的残暴统
治,使人民在政治上处于极不平等的受奴役地位。

巴贝夫认为,资产阶级国家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9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总
是竭力剥夺人民的自由、平等权利,使人民处于被压迫状态。他指出9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
资产阶级居于统治地位,因此总是竭力扩大资本的特权 ,力 图 “恢复它喜欢的有主人也有奴
隶的制度”。他认为9热月党人便是 “

人民主杈的篡夺者”,热月政变派国民公会是要给革
命的法国套上新的 “奴隶的枷锁”Θ。于是9由 “工人阶级″组耐的大多数居民便 “完全处
于依附的地位,而且是少数富裕公民的仆人″⊙。因此,资产阶级的所谓平等9只是 “纸上

的平等”⊙。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 “暴虐统治”,是资产者 “对广大同胞的极度 篾 视 和 无

情!政府人员的令人发指的骄横、专制和自私贪利!” 。在巴贝夫看来,资产阶 级:宣 扬 的
“人权”、 “自由”、 “平等”,纯属欺人之谈,只不过是掩盖资产阶级专政的装饰品。他

说: “‘
自曲

’
和

‘
平等

’
这些人们曾一再对你们说的并使你们耳朵震聋的词”, “现在已经

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你们看到,它们不过是空话 ,是花言巧语的装饰。”在资产阶级统治

下9人民根本没有真正的自由、平等权利。《人权宣言 》的 “抽象的长篇大论里隐藏着调和

各种矛盾的意图,或者是企图建立冒充真象的假门面。在这个宣言里,香饵和圈套紧挨着放

在一起″9因 而它是 “那些想哄人民睡觉的入才会制造出来的幻影。”

巴贝夫还认为9资产阶级借助 “
反 自然的法律″加强对人民的压迫剥削9维护社会的不

平等。在他看来,立法的目的就是为了赋予有产者阶级的统治和掠夺以似是雨非 的 法权 根

据。他指出:1795年宪法 “
按其产生是不合法的,按其精神是带有压迫性的,按其构想是带

有暴虐性的”⑦。 “因此,这些法律无非是一大堆罪恶条文的汇集,这些条文授予掠夺以权

利证书”。而且统治阶级运用法律剥夺人民的民主权利,致使 “对社会贡献最大的那一部分

人的权利遭到剥夺。”

雨且,巴贝夫还揭露资产阶级政府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加强统治,竭力控制舆论,剥
夺人民群众在言论、出版方面的自由平等权利。他指出,热月党和督政府力图 “使舆沦完全

听从政府方面的指示和控制”。为此 ,他们玩弄种种鬼把戏对付人民的公论。巴贝夫写道 :

他们发动 “
反对 《人民论坛报 》的围攻”:他们豢养文丐使 “这些仆从们遵照他们主子的指

示在咖啡馆及其他地方散播谰言″;他们 “
费尽心机急急忙忙罗列一些所谓罪状9对命运似

乎已经注定要做公论的发言人的我进行攻击”
。所以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情况是资

产阶级控制的 “舆论支配世界,而且永远会支配世界”。这是由于 “在众人的眼晴面前统治

着的专制暴君需要这个看不见的统治者,借以巩固自己的杈力”,以便
“从肉体上和道义上

用无数愚昧而野蛮的谎言把人民的手脚捆绑起来”⑩,从而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维护社会

的不平等。

巴贝大要求实现社会的、经济的平等,宣称要建立真正合乎理性的 “平等 共 和 国”和
“完全平等的社会″。

】(J∶ f兮



巴贝夫主义的核心是实现社会平等,萁奋斗目标是建立完全平等的社会。巴贝夫主义者

i代表不成熟的无产阶级的愿望,在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的同时,针锋相对地提出

了实现社会、经济平等的要求,主张建立完全平等的社会。为此,他们领导平等派运动,创

.立 “平等会”,发表 《平等派宣言》,提出 “要求真正的平等,否则宁可死亡”的口号,并

不懈地进行斗争。巴贝夫主张的真正的平等,不是像资产阶级那样表面上承认人的平等权利,

商是要实现 “
实实在在的平等”⑩,不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而且要在社会的、经济的领

∶域中实行。在他理想的平等社会里,剥削和压迫、穷人和富人、主人和奴仆、统治者和被统

治者的区别都将被消灭。他说:在这种社会里
“
不应该再有主人和吃人的人,不 应该再有暴君

和妄自尊大的人,不应该再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 O而是要 “建立完全平等的制度”t。

巴贝夫特别重视经济的平等。他反对有名无实的虚伪的平等,要求实际的经济平等。在

致库帕的信中写到: “谁能拥护有名无实的平等?不能用
‘
平等

’
一词来使不重要的交易神

圣化;平等应该达到重大的结果和显著的影响,而且不是一个不能实现的抽象概念”。他认

为,经济平等的重大作用就在于,能够保证大自然赋予人们的 “生存权利”, “使所有的人

有充分的生活保障”0。 为此,他主张实施有利于平等的土地法,使所有社会成员都有平等

使用土地的权利。他写道: “有义务和有必要为大多数愿意工作而没有工作的人民提供生存

的手段。土地法,真正的平等⋯⋯人的基本权利的要求,因 而也就是对所有的人有正当保障

的面包的要求,必不可免地应根据整个这种平等而产生”C。 他主张建立合理的分配制度 ,

平等地进行分配。他提出应当 “在仔细遵守平等原则的情况下主持分配这 些 产 品”。他 认

为,必须绝对平等地进行分配,才能 “使所有的人对我们社会中全部可以享用的物品得到完

全平等的供应”。这种分配是建立在财产公有基础上的, “谁也不应该以私有的方式占有哪

怕是微不足道的东西,一切物品都由大家共同享用。”C逑样,以保障全体 公 民 “过 一样

的、真正平均的富足生活”C。

巴贝夫强烈她要求社会平等,建立 “完全平等
”
的制度。巴贝夫把实现社会平等作为自己

的奋斗目标。他在狱中寄给儿子的信中写道: “到那个时候将可以说,平等将占统 治 的地

位,人人都是兄弟⋯⋯这就是它的崇高原则使你感到非常惊讶的那种十分珍贵的平等,这就

是我的道德,这就是你的父亲的宗教 9这就是他的宪法,他的法律,这就是他最 向往 的 日

标”C。 他强调所有的公民在社会地位上完全平等。他认为,在未来的平等社会里 “没有那

种有人想要向上爬并支配别人的理由。不应有地位高人∵等的人,也不应有地位低人一等的

人,既没第一的,岜 没有最后的;全体成员的奋斗和努力,必须永远是为了达到友爱的伟大

目标”。他主张,一切人都有 “完全同等的权利”。他说: “所有对社会有益的阶∫层将受到

同样的尊敬’’, “我会很高兴地把给我理发或给我制鞋的人看待成有同等权 利 的人”。而

且,他 强调人民政治权利平等,主 张人民参与国家管理,人 民制定法律,法律维护平等。他

说: “所有法律中的第一个法律⋯⋯就是伟大的平等法”⑧。

巴贝夫主张男女平等。他认为妇女受屈辱的地位是 “最令人厌恶、最卑鄙和最不公平的

事情”,是 “人类的这一半为了压迫另一半而实行的密谋”。消除这种不平等9是实现完全

平等的一个重要步骤,在此基础上社会将逐渐进步到 “直至完全消灭任何形式的不 平 等 为

止”辶i。

巴贝夫宣称,未来社会的结构是 “平等共和国”,最终目的是要建立 “完全 平 簿 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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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这种平缭社会里 ,∷ 不仅妻实琬政治平等,而且安实现经济的、社会的平等 ,不仅要
消灭阶级特权 ,而且要消灭阶级差别,不仅要消灭私有帝J,而且要实讨公有制,实现共产主
义。               ∷

他主张建立的 “平等共和国〃即全国成立一个大的 “国民公社”,每个法国人都可以加
入公社,而且要采取措施促使富人放弃自己的财产加入公社。公社成员共同 劳 动,共 同 消

费, “所有的人同时是生产者和消费者″。人们的社会地位完全平等,在 “这里既不需要高

贵者,也不需要卑贱者,既不需要优等人 ,也不需要劣等人″⑧。全体社会或员都有同等的

权利,将是各个人之间 “没有任何差别的绝对的平等”。

在 “平等共和国”里将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巴贝夫认为,这是实现平等的先决条

件。他着重指出: “达到这一目的的唯一方式是⋯⋯消灭私有制,按照每∵个人的夭赋,把
他固定在他所熟悉的手工业生产岗位上,责成他把全部产品以实物形式交到公共仓库”⑩。

公有制还包括 “人们所赖以生活的土地不属于任何个人,而属于全体人民,最后,所有一切

东西,苴至各种工业产品,都是公有的
'。

这样,才能保障 “全体成员之间完全平等占有绝

对优势”⑨。

他主张,在 “平等共和国”里将政治机构转变为 “临时的平等管理机关”,管理生产和

消费等公共事务,做到人人平等地参加劳动和平等地进行分配。管理机关把 “一切都会安排

和分配得要妥贴贴”。将 “使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各自按照个人的才能和他们所特有的习

掼从事劳动〃,繁重和艰苦的劳动由全体公民轮流担任。他反对 “把人类的劳动分为高低贵

贱”,主 张不论从事什么工作的人都应处于平绔的地位, “社会‘规定必须排除每一个人在某
个时候由于他的知识而变得与他平等的任何人更加富有、更有实力和更加知名的希望”

@。

管理机关 “在绝对平等的基础上着手分配产品并送到每个公民的住处”,做到 “福利必须让
大家普遍享受,必须均等分配”,使每个公民都能从社会总产品中分配到 “同等的一份”。,

巴贝夫认为, “教育乃是人人的原始权利”,主张在 f平等共和国〃里人们都 f受同等
的教育”。通过接受平等的教育明确自身的义务和权利,教导人们 “珍爱品德,并养成高尚
的品德〃,以 消除旧社会制度的‘弊病和恶习,发扬平等精神,维护平等制度。

'巴贝夫主张通过进行人民革命,实行人民专政,实现人民的真正平等:

巴贝大认为,进 ff人 民革命,推翻资本
=义

制度,是实现社会平等的根本途径。
巴贝夫明确指出了革命的性质和目的。他认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只是 -f为少 数人 谋 利

益的革命”,只是 “富人的萆命”而不是为劳动人民谋利益的 “穷人的革命”。这种富人革
命 “对于所有居于高位的新贵人来说”革命已完成了,但是 “对于人民米说,革命并没有完
成”,而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处于受压迫剥削的不平等地位,因 雨必须 “从头开始革命”。
进行同以往的革命性质根本不同的 “人民革命”。革命的目的是:推翻使人民处于极端不平
等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 “无情地铲除暴君、贵族、百万富翁和一切荒淫无耻的人〃,^摧毁
f耶个使少数人享乐和饱食,而让多数人呻吟和饥饿的社会制度

”
◎。巴贝夫等人在 《关于起

义的法令》中号召人民推翻和打倒这个社会,以实现 “真正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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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贝夫深刻地指出了革命的必然性。他认为9资本主义剥削所造成的资产者向先产著庾

其他劳动者之阀经济上的极端不平等,必然激起穷人反抗富人的斗争。他写道:在资本主义

社会9 “无产者群众在冷醋无倩的资本家的鞭子下当囚徒,为了一点半饥不饱的工资从清早

工作羽半夜”,而那些 “上流社会
'的

极少数人却 〃自己不劳动,只靠大多数别人的血汗和劳

动求生活,他们蔑视和奴役唯一能够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人民群众,他们永远要购买群众的体

力、智力和他们的劳动,同时又要让他们饿死”∶由于广大群众被人掠夺剥削9 “不能继续

生存下去”9困 而 “那时财产关系的变革乃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性”。巴贝夫还认为,资 :

本主义制度下在政治上穷人和富人 “两个集团”之间的尖锐对立,这种阶级矛盾必然引起革

命。他指出:‘
“一个集团想使这个共和国是资产阶级的和贵族的,另一集团则想使它所建立

的是人民共和囝,是真王的民主政体?;一个集团想使这个共和国由极少数人对 大 多 数人
·

“进行统治、槭征暴敛和欺诈压迫
”
,“另=个集团却愿意使所有的人不但形式上享受同等的权∴

利9不但有纸面上的平等,而且⋯¨倮证每∵个人都能享受一切社会权利”。但是,在资本

主义社会,根本不可能实现人民的愿望。而是 “在推翻了一个暴君的统治之后”,被压迫按

受另一群 “更不人道、更为凶残”的 “共和国时代的暴君”的统治。因此, “被压迫者就t∷

定要奋起反抗压迫者”。这时, 〃只有普遍的变革才能使人民脱离苦海!” 从统治者 “强加

给他们的重担和铁链中解放出来”。
∷

巴夕t夫号召人民奋起革命,为实现平等而斗争。他希望人民抛弃 “畏首畏尾、裹足不前

的懦气!” 他告诫一些人,在 “政治的歧途上犹豫徘徊”
,“是一条危险的道路”。所以应当

同 “‘
平等派

’
盟员”

一
逍,为实现 “人民享受完全平等的权利″这一共同目标而奋斗。他

号召人民团结起来,为恢复原始的平等,实现真正的平等而斗争。他说: “愿人民重新体会

真正的、原始的全人类平等的思想:愿所有人民的朋友们在
‘
全体人民享受平等权利

’
这个∵

口号下团结起来!愿人民重新讨论这些崇高的原则9为
‘
真正平等

’
这著名一章和财产问题

展开斗争:⋯⋯·勇敢地沿着:f平等
’
的道路迈进!” 他坚信法国人民会 “将革命进行到幸福

的终绪-ˉ 丁̄达到建立完全平等的制度为止。〃③

巴贝夫主张使用革命暴力摧毁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人人平等的社会。他说: “如果我有

一根魔杖,一方面,我会把对我们碍手碍脚的一切击成灰烬,消灭得一干二净,另一方面 ,

我会使一个人人享受平等权利的社会所需要的一切蓦地从平地出现。”

巴贝夫提出人民专政的思想,主张在人民内部实现平等,对敌人实行专政,以保障人民

的平等权利,改造旧社会,建立新制度,最终消灭阶级,实现真正自由、平等的共产丰义社

会。

∷ 巴贝夫主义者认为,在推翻旧政权之后必须立即建立萆命政权,即人民专政政权,实行

△系列过渡政策9以消除实现平等的障碍,并为逐渐实现理想的共产主义制度创造条件。邦

纳罗蒂在 《为平等而密谋
'》

中明确指出: “在贵族政权垮台和人民政权最终建立之间″必须

有一个逐步建立新制度的过渡阶段。巴贝夫认为,建立这种 “
特别的政权”,赋予它 “

特殊

的权力”, “是为了永远消灭平等哟天然敌人对人民的影响,把执行革命制度所必须的团绪 :

和意志归还给:它 ”⑩。

巴贝夫等人所主张建立的人民专政政权,是民主与专政的统一,只是保障 “全体人民享

受平等权利”,两要剥夺一切敌人的政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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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主张△切政治权利属于人民”只有劳动者才能平等地享有政治权利。他们所说的劳

∶动者包括工人、农民∷商业工作人员t军事工作人员、教学和科学研究人员等为祖国从事有

益的劳动对祖国有贡献的人。在入民专政的制度下人民享有广泛的自由、平等权利。立法权

∷由全体人民共同行使。∴全体人民都能够平等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人民拥有监督国家公职人

∴员的权利。他主张建立 “评议大会”,在会上对公职人员的行为进行讨论和评价9以确保人

∷民对公职人员的监督。还主张建立 “国民意志保卫会”,主 要任务是监督中央立法会议的活

动 ,特别是监督其是否有侵犯民权的行为。他们不仅主张人民具有平等的政治权利,而且强

调 “伟大的平等原则须曲人民来保卫”⑩。

∵  为了维护人民的平等权利和利益,巴贝夫主义者认为 “必须用铁腕来镇压一切敌人”
,

∵坚决镇压反革命,剥夺一切反抗者的政治权利
:。

在他们制定的法令草案中宣布:要没收一切

敌对分子的财产 -“凡属流亡者,叛乱者和△切人民公敌的财产,将立即分配给卫国者和贫穷

者
”
;要惩处篡夺民权者 ,“两院和执政内阁成员篡夺民杈和专制横暴的行为至为明显。法律规

定,篡夺民权者一概判处死刑”;法令还规定
“对祖国毫无贡献的人9不能享受任何政治权

∶利”,并解释道 “对祖国毫无贡献的人,是那些不为祖国从事有益的劳动的人”⑧即偕侣、

∷贵族、资产者等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人。他们处在人民专政政权的监督之下,不准参加公民集
∶会,不得像公民那样可以拥有武器,否则将被判死刑,行政机关可以把他们驱逐出住区或送往

.改造机关。当国民公社或立后,只有公社社员才算是公民9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 ;凡是不参翔l

|公社、保存自己的私有经济的人,一律算作 “夕卜国人”而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可见,巴贝夫
∵主义者的

“
平等共和国

”
,是劳动人民的共和国,是劳动人民之间的平等。 “人民专政”,只是

人民内部享有广泛的自由平等权利,而是对敌人实行严厉的专政,以 保障人民的权利,并通过
∵专政改造敌对势力 ,最终消灭阶级差别,实行共产主义,实现人入 “真正的自由和平等”。

;               
四

∷ ∶巴贝夫的平等观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岜存在着致命的缺点。
∶ ∷巴贝夫的平等观是超越资产阶级思想范围的光辉思想,在近代政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

地位。
·
马克思、恩格斯高度地评价了巴贝夫主义,深刻地阐明了巴贝夫平等观的阶级实质。马

克思认为,巴贝夫主义是 “超出整个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的思想”⑧。他们称巴贝夫的著
作是 “在现代一切大革命中表达过无产阶级要求的文献″③∶巴贝大的平等观 ,反映了无产

阶级的先驱对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的极端不满和强烈地要求社会平等的愿望。他不仅无清地

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而且否定了以人杈t自 由、平等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思想理论

体系,提出了不成熟的无产阶级平等观 ,从而在近代政治思想史上写下了新的一页。
巴贝夫的平等观在社会主义学说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恩格斯在揭露资产阶级民主制的

虚伪性时,揭示了真正自由平等的实质。他指出:“要末是真正的双隶制,即赤裸裸的专制锕
度,要末是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即共产主义。这二者在法国革命以后都出现过;前者以拿破
仑为代表,后者以巴贝夫为代表。?④ 实现社会平等,成为了巴贝夫空想共产主义学说的核
心。他不仅提出了实现经济、社会平等的要求,而且制定了建设平等社会的方案,并且找到

了实现他 BcJ社会理想的手段,坚决主张进行人民革命,实行人民专政,消灭私有制,实行公



有制,消灭阶级差别,~实现真正自由平等的共产主义。这对于启发无产阶级的先驱及其他劳

动人民的觉醒,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促进社会主义 运 动 的发

展,具有积极的作用,并给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提供了宝贵的思怎逍产。       ∷

巴贝夫的平等观也具有ˉ定的现实意义:在资本主义制度刚刚确立之后,,巴贝大等空想

共产主义者就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极端不平等和种种罪恶进行了无情地揭露和尖锐地批判:并

从资产阶级的 “民主思想中给平等作出了当时最进步的结论”④。提出了同资产阶级的平等

观有天壤之别的不成熟的无产阶级的平等观。巴贝夫的平等观的杰出贡献是,抨击了资产阶

级标榜的虚伪的平等,要求实现经济、社会领域实实在在的平等;坚持民主和专:政的统△ ,

提出人民专政思想;主张把消灭不平等的现象同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消灭阶级联系起来,实

现 “完全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些,即使在一百余年后的当今,对于人们正确地认识资

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和社会主义的民主制,也具有积极的作用。

但是,巴贝夫的平等观不能超越当时社会发展状况的限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许多缺点

和错误。                   · r

首先,巴贝夫对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的揭露和批判缺乏科学的理论基础:由于当时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对立还很不发展,因此他不能从资本主义所固有

的矛盾和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角度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的根源。而是从自

然法、理性方面来考察私有制的不公正,造或了社会的不平等:因此,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违

反理性和正义的制度。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在巴贝夫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看来, “按照这些启

蒙学者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世界也是不合符理性的和不正义的,所以岜应该象封建制

度和以往的一切制度一样被抛到拉圾堆里去。”②

其次,巴贝夫企图通过消费品的平均分配,来体现人人平等 ,消灭社会上的 不 平 等 现

象,只是一种从主观愿望出发的幻想。由于巴贝夫等空想社会主义者不了解 “消费资料的任

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结果”⑧,不理解生产和分配之间的联系,因此

不能正确解决分配问题。他的分配原则,既不是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也不是社会主义的按

劳分配,而是表现为绝对平均主义,要求分配时做到 “没有任何差别的绝对平等”。这种在

消费品分配方面的绝对平均主义,含有十分幻想和空想的性质。马克思曾批 评 “平簿 的杈

利”和 “公平的分配”等只不过是 “民主主义者和法国社会主义者所惯用的关于权利等等的

空洞的废话”④。雨且,这种平均主义的分配具有禁欲主义的倾向。只是要求把消费限制在

必需的范围内,做到既能保证 “起码的生活”, “然而又不超过足够的限度”④。这种观点

是手工工场生产和小农经济的产物,它反映了当时法国资本主义工业生产还不够发达的经济

状况下穷苦群众的愿望。这实际上是要平均地分担贫穷。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巴贝夫

的这种观点是 “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

最后,巴贝夫主义者实现社会平等的途径和建立平等社会的方案含有空想的性质。在巴

贝夫等空想共产主义着来,正在成长中的无产阶级不过是工个受苦受难的阶级,不承认他们

是改变现存社会制度、建立新社会制度的注会力量,还无法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 使 命 和 无

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所以,只是把当时法国的阶级斗争理解为贵族和平 民、穷人 和 富

人之间的斗争。他们所说的 “人民”,也是指穷人或平民。所要l进行的人民 革 命 ,只 是 “穷

人的革命”,所妾实行的人民专政只是穷人或平民的专政。因此?他们并不是巽 通 沌 无 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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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途径,建立真正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而且相信理挂万能,仍要
借助 “新的光辉四射的理性之光”,消 除他们正在奋起反对的人类的一切痛苦和灾难,实现
社会平等。巴贝夫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结构概括为

“
平等共和国

`这
种

“
平等共和国

”
虽然同

资产阶级共和国有天壤之别,但是这种观点并没有摆脱启蒙思想的影响,而是象恩格斯所指
出的那样 “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想建立理性和永恒王义的王国”④。恩格斯还指出: “把
社会主义看做平等的王国,送只是苡

‘
自由、平等、博爱

’
这一旧口号为依据的片面的法国

看法”⑧。正是由于巴贝夫实现社会平等:的 主张具有片面的空想的性质,必然导致平等派运

动的失败。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巴贝夫等 “共产主义者的密谋未能实现,因为当时的共产主

义自身还是非常幼稚非常肤浅的”◎。所以马克思认为:巴贝夫的这种思想必须 “经过彻底

的研讨”,才能 “成为新世界秩序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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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 ①庄子学派指应子、庄生者的
°
内
’ °

外
冫 o杂’

三篇学说,有时简称
“
庄学

”
。        I

②⑥《中国文化与申国哲学》,东方出版社,1986年 版,庞朴关于
“
无

”
的考证,第 62-⒒页:

③《老庄论集》,齐鲁书社,陈鼓应的
°
庄子论

‘
道

9”

一文,笫 95页 。

④宇同,《 中国哲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58年 版,第581页 。

⑤《金文常用字典》。

⑦在分析道的时候我不用本体论而用本源论及存布论的说法,因为本体论区刖事物的性质与事物 的存

在。道同现象关联不存在这种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