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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政治是上层建筑的主体，是由“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所决定的。
在上层建筑内部，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作为一个整体，都是经济基础的反映，但政治是经济
的集中表现，思想虽然既反映经济也反映政治，但它是通过政治来反映经济的。
因此，政治(包括政治观点和政治制度)，在上层建筑中占主导地位。
特别是政治权力，更是整个上层建筑体系中的核心力量。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
     政治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是恩格斯说的。
    《共产党宣言》发表后30年，在反对杜林的“暴力论”，探讨统治和奴役的关系怎样产生时，恩格
斯用原始社会的现象作为论据，论证了“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
治只有在它执行r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的观点。
这一观点具有很强的普适性，不仅适应于无阶级社会，也适应于阶级社会。
这一观点长期为人们所忽视，但我们认为，只有把这一观点融人政治的内涵，才能真正把政治在经济
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全面地勾勒出来，才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本义。
    (二)就阶级社会和无阶级社会两种不同社会的概念来看。
在阶级社会里，政治主要表现为阶级斗争，阶级性是政治最重要的属性之一；在无阶级社会里，政治
的主题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管理社会，提高人类生活水平     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内
容之一，马克思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523页。
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是十分深刻的，大家普遍熟悉，这里不展开论述。
值得指出的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要注意防止片面性。
在阶级社会里，政治主要表现为阶级斗争，但并非一切政治活动都是阶级斗争；即便是在阶级社会，
政治的阶级性比起政治作为经济的集中表现的属性来，也应居于次要地位。
这是因为，所谓阶级，就是这样的一些集团，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阶级的本质还是经济利益关系。
    无阶级社会里有没有政治?马克思、恩格斯态度是明确的。
马克思在评价摩尔根所分析的原始社会的类型——易洛魁氏族世袭酋长的统治团体时，就曾明确指出
，这种团体“在形式上虽然是一个寡头政治，实际卜却是古老类型的代议制民主政治”。
恩格斯在评价圣西门关于“未来理想社会并不是没有政治，而只是政治内容不同罢了，到那时政治就
是关于生产的科学”的观点时，也曾明确指出，这一观点，表现了圣西门的“天才的远大眼光”。
毛泽东也曾指出，“过一万年以后，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仍然会有政治”。
③无阶级社会里，政治的概念当然与阶级无关。
那时，政治的主题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管理社会，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贯思想。
    ①  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l版，第12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609页。
    ③转引自许崇德等编的《什么是政治学》，群众出版社1985年第l版，第84页。
    (三)在由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这一特定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兼有阶级社会和无
阶级社会的政治各自的特性．但其侧重点在一般情况下是反映无阶级社会的政治特性，只是在一定范
围内才显示阶级社会的阶级特性  马克思曾经设想，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
如果现实社会主义社会真像马克思所设想的那样，那么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自然就是无阶级社会的政
治。
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并没有像马克思等设想的那样同时在世界各国取得胜利，而是首先住一国或数国
取得了胜利，所以现实社会主义社会，还不是纯州又纯的无阶级社会，而是由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
过渡的礼会。
    在这种条件下，歧治的本质特性是什么?列宁曾经明确指出：“现在我们主要的政治应当是”“经济
方面的政治”。
毛泽东在《丁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也曾指出，同阶级敌人作斗争，这是过去政治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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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以后，这个政权同人民的关系，就基本是人民内部的关系了，采用的方
法不是压服而是说服。
这是一种新的政治关系。
邓小平则更加直截了当地指出：“所谓政治，就是四个现代化。
”江泽民同志也曾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
”当然，从马克思到江泽民，都没有简单地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
只要阶级斗争仍然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政治就会在一定范围内显示出阶级社会的阶级特性。
    综上所述，对马克思主义政治观我们可以这样概述：所谓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上层建筑的
主体，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的活动。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作为政治的本质属性，在不同形态的社会有不同的反映：在阶级社会，主
要表现出阶级属性；在无阶级社会，主要表现出经济社会属性。
在社会主义社会，一般表现经济、社会属性，但在一定范围内才会体现其阶级属性。
    马克思主义文明观    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是在批判继承前人文明观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
这里分三个层次予以介绍。
    (一)马克思主义产生前的文明观    在中国，“文明”一词最早见于《尚书·舜典》的“睿哲文明”之
说(意思是圣明的帝王文德辉映)与《周易》的“见龙在田，天下文明”之说(意思是贤德君子下到民间
．天下就可以文秀而光明)。
在西方，“文明”一词源于拉丁词civilis，本义为公民的、社会的、国家的，最初指存在于一定时空范
围内的社会文化共同体及这一共同体在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所具有的社会经济、文化、精神、心理诸
方面的特点、自然地理环境的特点与性状。
古希腊文明、欧洲文明、拉丁美洲文明等，是指由于本身的文化参数而属于一个传统文化区域的一系
列民族集团；奴隶制文明、封建制文明等，则表示属于某种社会形态的历史上同一类型的社签文化共
同体的总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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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记江泽民同志2000年2月在广东调研时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2001年1月又提出“政治文明”
的命题，这触发了我们浓厚的研究兴趣。
所以，当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同志带着精心策划的选题《“三个代表”与政治文明》找到我们时，我们
欣然签约。
初稿写成，恰逢中共十六大胜利召开。
我们又根据中共十六大精神，对全书作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完善。
    本书由刘小敏同志设计写作大纲，负责全书的统稿定稿，并任主编；李振连、霍秀媚同志协助组织
编写并参与了部分统稿工作。
作者都是广东理论界以政治学及其相关学科为研究方向的中青年学者。
写作分工是：第一章（李丽红），第二、十四章（温朝霞），第三章（刘小敏），第四章（左伟清）
，第五章（郭厚佳），第六章（蒋建国），第七章（李振连），第八章（彭前卫），第九章（程寿）
，第十章（尹德慈），第十一、十三章（黄保勇），第十二章（张凤凉）、第十五章（霍秀媚）。
本书的文字力求简明通俗，并与国际接轨。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广东人民出版社社长陈海烈、副社长何祖敏、方志编辑室副主任杨小虹等同
志给予精心的指导和帮助；李芳清、晏玲等同志在文字的打印、校对方面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谨
一并致谢。
    由于作者的水平有限，更由于本书的选题是一个亟需探索的新领域，本书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
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作  者                                                              2002年12月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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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江泽民同志2000年在广东调研时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2001年又提出“政治文明”的命题
。
“三个代表”与政治文明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关系，“三个代表”是政治文明的重大成果，政治文明
体现了“三个代表”的内在要求，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本书对这两者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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