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部为中国
“

广义政治
”
论道的创意之作

— 简评刘德厚《广义政治论 》一 书

王 惠 岩

多年以前
,

我就知晓作者虽年近古稀
,

但

仍壮志未酬
,

潜心为打造 中国政治学基础理论

研究工程尽 心尽力
。

最近陆续坚持读完了作

者送来的《广义政治论 》一书之后
,

心中总是留

有一种喜悦 和兴奋
。

本书坚持以 马克思主义

为指导
,

以
“

现实主义的社会主义
”
眼光

,

用
“
广

义政治
” 的新思维和新方法

,

揭示 中国
“

社会政

治
”
的发展规律

,

探讨实行
“
走 向社会政治

”
的

革新之路
。

全书从理论立意到历史分析
,

不随

波逐流
,

不落陈套
,

以求真知
、

立新意 的精神
,

对人类政治理念的一些基本问题
,

阐发了自己

独到的见解
,

给人 以焕然一新 的感 觉
。

为之
,

本人欣然置评
。

第一
,

《广义政治论 》是一部系统论述当代

中国
“

广义政 治
”

理论的基础之作
。

中国人 民

经过艰苦的努力
,

现实政治生活有 了越来越广

阔的空间
,

中国的政治理念理所当然地也要从

狭义的政治观念走 向更为广阔的新 领域
。

作

为专 门从 事
“
广 义 政 治

”

领 域研究 的 开 拓

者—
刘德厚教 授在他 长期进行

“

经济政 治

论
” 、 “

社会政治论
”

研究取得的成果 的基础上
,

以一家之言
,

建立起
“
广义政治

”
的基本概念

、

基本分析方法和基本体系框架
,

为这一领域的

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
。

第二
,

《广义政治论 》一书
,

从学科理念上
,

深人 阐发了邓小平关于
“

政治 即大局
” 的社会

政治观
,

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立场

和方法
,

明确地指出
: “

政治的最高本质是人劳

动生存利益关系的调控
” , “

政 治既来 自人 民
,

又服务于人 民
” 。

在这个意义上
,

中国广义政

治观就是要树立 以人民政治为中心
,

就是适应

人民当家作主 的需要
,

让人 民 自己 掌握命运
。

任何政治权力都只能是一种政治形态
,

一种实

现政治本质的工具
。

在中国
,

一切 国家权力属

于人 民
,

人民才是政治 的真正主体
。

由此
,

只

有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治思想
,

才称得上是

颠扑不破的真理
; 只有永远站在人民一边的政

党
,

才是世界上不可战胜的力量
。

正如胡锦涛

同志所指出的
, “
相信谁

、

依靠谁
、

为 了谁
,

是否

始终站在最广大人 民的立场上
,

是区分唯物史

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
,

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

政党的试金石
。 ” 《广义政 治论 》一书 以此为根

本
,

深人展开人民政治的论述
,

在政治与人 的

关系上
,

树立新的
“
劳动人本政治观

” ,

把人 的

政治性看作是人的劳动生存利益关系的 内在

需求
,

从而为中国现实政治关系人 民化
、

政治

权力社会化构筑起了新的理论基础
。

第三
,

《广义政治论 》一书坚持历史唯物主

义基本原理
,

创新性地系统阐明了广义政治研

究的方法论
。

将 广义政治研究方法论概括为

五个方 面
:
(一 ) 政治的劳动起 源分析

,

认为政

治生活是人劳动生存的内在需求
,

劳动使自然

性的人成为社会性的人
、

意识性的人
,

并进而

成为政治性的人
,

劳动创 造了人 的政治本性
,

政治起源于社会
; (二 )政治的利益关系分析

,

认为政治分析的核心是对政治利益和政治关

系的分析与把握
。

进行政治利益分析要把 阶

级关系分析与社会关系分析结合起来
; (三 )政

治的历史整体分析
,

认为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

是一个有机的
、

连续发展着 的历史整体
,

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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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从阶级前社会政治发展到阶级政治
,

再发展

到阶级后 的未来社会的新政治 (社会政 治 ) 的

一个有规律 的过程
; ( 四 ) 政治 的社会 整合分

析
,

认为人类社会生 活是 由经济
、

文化和政治

三个要素构成 的有机整体
,

这些 要素相互 结

合
、

相互渗透
、

相互转化的整合过程中
,

形成为

多样性的政治形态
; ( 五 ) 政 治的功能结构 分

析
,

认为政治在社会生活 的大系统中
,

表现 出

多样性和多层次的功能
,

这些功能形成一定的
“
功能结构体 系

” 。

这种分析方法为研究新时

代 的各种 复杂 的政 治关系开 拓 了新 的思 维

范式
。

第 四
,

《广义政治论 》一书坚持以政治的阶

级分析和政治的社会分析相统一的观点
,

指出
“

社会政治
”
是马克思所设想 的未来 大同社会

的政治学表达
,

它既区别于过去突出阶级性和

国家性的
“

狭义政治
”
概念

,

又区别于西方政治

社会学者掩盖阶级性和 国家性 的
“

政治社会
”

概念
。 “

社会政治
”

本质吐也反映 了马克思主义

者的政治理想
,

就是要让那种
“

从社会中产生

又凌驾 于社会之上的权力
”
回归社会

,

回归人

民
。

它的实现
,

中间虽然要经历许多环节
,

但

这种政治的目标就是共产主义
,

就是自由人联

合体的政治
,

因而也就是人民 自己管理 自己 的

政治
。

对于这个概念的阐发
,

具有重要 的现实

理论意义
,

它既纠正 了来 自
“

左
”
的教条主义的

倾向
,

为社会主义政 治发展预 留了广 阔的 空

间
,

又 回应 了西方 自由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 曲

解和攻击
,

捍卫 了马克 思 主义 的政治 理想 的

精髓
。

第五
,《广义政治论 》进一步探讨了当代中

国走向社会政治的革新之路
。

作者主张
,

在 中

国现阶段
,

要在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

人民

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
、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

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

民族区域 自治制度的总

体框架 内
,

进行 有领 导
、

有步骤 的
、

自上 而下
、

渐进式的改革
。

这种改革的基本构思是
:
(一 )

创建 国家权力以人民为本的新体制
; (二 ) 围绕

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

实施
“

依法执政
” ,

全面

提高执政能力
,

建立
、

健全民主化
、

法制化的领

导方式与执政方式
; (三 ) 围绕走向社会政治的

历史任务
,

逐步拓展
“

基层群众 自治
” ,

为组织

人民群众直接参与自我管理
,

培育社会化政治

治理要素打下基础
。

除以上主要几 点
,

本 书还有 诸多 闪光之

点
,

同时
,

也存在某些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

问题
,

这里不一一论及
。

总之
,

《广义政治论 》

是一部对 当代中国政治学基础理论有 创意的

力作
,

值得学界关注
。

我相信
,

仔细研读它
,

定

会引发出更多的思考和研究成果
。

评者
:

王 惠岩
,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 (长春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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