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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巴黎公社的时代背景

（一） 拿破仑三世的黑暗统治

  巴黎公社是一个在1871年3月18日到5月28
日两个多月中由法国无产阶级建立的统治巴黎的

政府。

法国即法兰西， 位于欧洲西部， 与比利时、 卢森

堡、 德国、 瑞士、 意大利、 摩纳哥、 安道尔和西班牙

接壤， 与英国隔海相望。

根据考古者发现的出土文物， 法国在数十万年前

已有人类居住。

公元前57年， 现在法国所处的一片地区成为罗

马帝国高卢省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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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5世纪时， 法兰克人移到这里定居， 并建立

了法兰克王国， 到公元8世纪时， 法兰克王国进入帝

国时代， 这个帝国包括后来的法兰西、 德意志、 意

大利。

10世纪时， 法兰克帝国分裂成三个国家： 东部

是后来的德意志， 中部是后来的意大利， 而西部就是

法兰西。

法兰西经过与英国长达116年的百年战争后， 在

15世纪末形成了一个中央集权制和君主专制政体的

国家。

巴黎是法国首都， 位于法国北部盆地的中央， 横

跨塞纳河两岸。 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法兰西在

此建都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了。

巴黎不仅是法国也是西欧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中

心。 巴黎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市之一， 素有 “世界

花都” 之称， 巴黎公社就是在这里诞生的。

“公社” 一词最早指中古时期欧洲的自治城镇，

其特色是市民拥有一定的权利， 包括财产权、 行政权

等。 中古时期的公社并未形成民主政治， 一般都是有

钱公民主导的寡头政治。 后来， 这一名词也用于各种

其他由人民集合而成的组织， 如巴黎公社、 人民公

社等。

巴黎公社是社会主义的早期实验。 巴黎公社并不

是革命者登高一呼， 便在一夜之间诞生的， 它的诞生

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因此， 要想了解公社， 必须从头

历史的丰碑———巴黎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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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

巴黎公社之所以出现， 正是拿破仑三世统治的结

果。 拿破仑三世是拿破仑的侄子， 从小在巴黎皇宫中

长大。

1815年， 拿破仑兵败滑铁卢， 波旁王朝复辟，

拿破仑王朝的成员被迫流亡国外。

1830年， 法国资产阶级对被剥夺选举权大为不

满， 因而发动七月革命， 推翻了复辟的波旁王朝。 奥

尔良公爵依靠资产阶级的支持登上王位， 建立了奥尔

良王朝， 也称七月王朝。

1848年， 法国爆发二月革命， 第二共和国取代

了七月王朝。 这时， 拿破仑三世得以重返法国， 出任

议员。

第二共和国宪法出台后， 总统选举随即在1848
年12月10日展开。 拿破仑三世在选举中以拿破仑为

号召， 呼吁重建强大的法国， 因而以压倒性的优势当

选总统。 他以重建秩序， 创建强力政府， 建立社会保

障， 整理整个社会， 重建国家荣誉为宣传焦点。 从而

得到波旁王朝遗老、 奥尔良王朝成员和旧贵族等君主

主义者的支持。

1851年12月2日， 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 当上

了皇帝， 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

因为拿破仑三世的叔叔拿破仑所建立的帝国称法

兰西第一帝国， 所以他建立的帝国称法兰西第二帝

国。 又因为拿破仑的独生子称拿破仑二世， 所以他自

一、巴黎公社的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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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拿破仑三世。

这年12月30日， 参议院发布法令， 将略加修改

后的1852年1月14日宪法确认为第二帝国宪法。

在拿破仑三世统治下， 法国实行议会多院制。 议

会分三院： 参议院、 国务会议、 立法团。

参议院由名流显贵组成， 共有80人， 后来增至

150人， 其成员均由皇帝指定， 终身任职。 皇帝的主

要亲属、 元帅、 海军上将、 红衣主教等是参议院的当

然成员。 参议院正副议长及领导机构成员全由皇帝圈

定， 会议内容对外保密。 参议院的职能是按皇帝旨意

审查各项法令是否符合宪法， 接受请愿， 取消有悖于

宪法的行政裁决， 有权为重要的法案提供法律依据，

并有权以发布参议院法令的形式补充或修改宪法。 这

个以 “宪法保卫者” 自居的机构实际上是皇帝的统治

工具。

国务会议由40～50名参事组成， 名义上是最高

法案评议委员会， 其成员全由皇帝任免。 国务会议的

职能是在皇帝授意下制定法规和起草法令。 会议由皇

帝主持或任命他人主持。 会后， 皇帝指派3名参事以

政府特派员身份在立法团会议上提交法规草案并进行

辩护， 获得通过后， 再正式作为法律由皇帝颁布。 这

样， 国务会议实际上只是为皇帝起草法案的秘书处，

也是皇帝旨意的辩护士。

立法团由年满21岁的男性公民普选产生， 但议

会代表的候选人均由政府指定， 实行 “官方候选人”

历史的丰碑———巴黎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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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 选民只有遵命投票的权利。 立法团开会由皇帝

亲自召集， 正副议长也由皇帝任命。 立法团只是讨

论、 表决政府特派员宣读的法案， 分别表决政府各部

预算和决定税收。 他们对现成法案只能被动地表示赞

同或反对。 因此， 立法团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 开会

时不设讲台， 每个议员只能在座位上发言。

参议员年薪高达3万法郎、 国务参事2.5万法

郎， 而立法团议员没有薪金。 因此， 当时有人把立法

团讥讽为皇帝的 “法律登记所”。

第二帝国不存在对议会负责的责任内阁制， 其政

府由皇帝及各部大臣组成。 宪法规定所有大臣均由皇

帝任命， 并从属于皇帝一人。 各大臣之间没有连带责

任， 大臣不得兼任立法团成员， 也不许出席立法团会

议， 大臣须绝对服从皇帝。 省长、 副省长和市长必须

根据皇帝旨意由内政大臣任免， 同样要对皇帝负责，

中小城镇的市长和镇长可由省长任免。

在第二帝国， 各级官吏均享受高薪， 如大臣年薪

为4万法郎， 还可兼职兼薪。 国务会议副议长、 被人

称为 “副皇” 的鲁埃身兼多职， 年薪高达26万法郎，

而拿破仑三世的年薪高达2600万法郎。

在第二帝国的权力结构中， 最大的特点是实行专

制独裁统治。 拿破仑三世位于帝国权力金字塔的顶

峰， 集行政、 立法、 司法大权于一身， 一切机构、 一

切官员不过是执行他旨意的工具。 皇帝虽然每周两次

召集大臣们议事， 但大臣只能按皇帝所定的议程提出

一、巴黎公社的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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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而无权作任何决定， 皇帝也从不在会上表态。 一

切决定都由皇帝背着大臣私下作出， 大臣们从 “政府

通报” 中才能了解其内容。 大臣们的作用局限于为皇

帝提供信息并执行决定。

第二帝国政权的又一特点是依靠军队实行暴力专

政。 拿破仑三世深知武装力量的重要性， 上台后把由

他统率军队写进宪法。 他效法拿破仑一世， 建立了一

支近卫骑兵军， 作为他的私人卫队。 同时大力扩充军

队、 警察与宪兵， 使他们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兰西全

身。 他把参议院中四分之一的名额分给军人担任， 并

指使宪兵密切监视民众， 密报各级官吏是否忠于他。

为了防止人民革命， 拿破仑三世解散了几乎所有

的工人组织； 取消了出版自由， 禁止报刊上刊登批评

政府的文章； 大学取消历史和哲学课程， 教授由政府

直接任命； 警察机构控制社会各领域， 特务密探遍布

全国。

对于波拿巴的独裁统治， 当时法国著名作家雨果

曾撰文揭露和批评。

拿破仑三世在位期间， 试图打破1815年拿破仑

兵败时维也纳会议确立的欧洲体制， 恢复拿破仑兵败

后法国失去的大国地位。

为此， 拿破仑三世连年征战， 发动了一系列扩张

和侵略战争。 他刚登上皇帝宝座时曾欺骗说： “帝国

即和平。” 事实上， 第二帝国的历史是一部充满战争

的历史。

历史的丰碑———巴黎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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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    

LI
SHI

D
E

FE
N

G
BEI

 

———
B
A

LI
G

O
N

G
SH

E

1854～1860年， 法国联合英国发动了对中国的

第二次鸦片战争， 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 《天

津条约》 和 《北京条约》。 英法联军攻占北京时， 洗

劫了紫禁城， 焚烧了清王朝经营150多年、 充满中国

劳动人民智慧结晶的圆明园。 对此， 当时被第二帝国

放逐的雨果斥责说： “将受历史制裁的强盗一个是法

国， 另一个是英国。”

1856年， 为了争夺黑海、 地中海和近东地区的

控制权， 法国联合英国挑起克里米亚战争， 打垮欧洲

宪兵俄国， 逼得沙皇尼古拉一世服毒自杀。

1856年， 法国入侵印度支那， 占领西贡； 1862
年， 法国迫使越南割让南部三省和昆仑岛。

1857年， 法国征服阿尔及利亚， 并残酷地镇压

了当地的人民起义。

1859年， 法国发动对奥地利的战争， 吞并了原

属撒丁王国的萨伏依和尼斯两地。

1862～1867年， 法国发动了远征墨西哥的战争，

最后遭到惨败。

1863年， 法国强迫柬埔寨签订接受法国保护的

条约。

通过对外扩张和侵略， 到巴黎公社成立的前一

年， 即1870年， 法国已拥有600多万人口、 90万平

方公里土地的殖民地， 成为当时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

二大殖民帝国。

拿破仑三世的内外政策使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

一、巴黎公社的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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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发横财， 同时也为法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

有利条件。 到巴黎公社成立前夕， 法国已经基本上完

成了工业革命。

在第二帝国期间， 法国开始进入 “蒸汽时代” 和
“铁路时代”。

从1852年到1870年， 法国蒸汽机数量从6080
台增加到27038台， 蒸汽机动力从76000马力增加到

336000马力， 增加了4倍多； 铁路长度从3685公里

增加到17924公里， 增加了5倍。 此外， 钢产量增加

近7倍， 银行业务增加4倍， 对外贸易增加3倍， 工

业产值增加2倍。 这样， 法国当时已成为仅次于英国

的第二工业强国。

从1848年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失败到1871年巴黎

公社出现， 中间相隔20多年。 在这段历史时期内，

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拿破仑三世对外穷兵黩武， 肆意扩张； 对内加强

剥削， 骄奢淫逸。 结果， 把工业革命换来的繁荣肆意

挥霍， 国家渐渐走下坡路了。

马克思指出： “事实上， 帝国是在资产阶级已经

失去治国能力， 而工人阶级又尚未获得这种能力时唯

一可能的统治形式。”

当时， 资产阶级在法国的政治作用是削弱了， 但

它仍有广泛的机会剥削工人和农民， 从而大发其财。

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 法国资本主义的发

展催生了无数大工厂， 使法国工人阶级不断壮大。

历史的丰碑———巴黎公社



009    

LI
SHI

D
E

FE
N

G
BEI

 

———
B
A

LI
G

O
N

G
SH

E

60年代末， 巴黎公社成立前， 巴黎已有近5万

名工厂工人， 占全巴黎无产者的10%； 有8万多农

民出身的建筑工人， 占全巴黎无产者的19%。 此外，

还有铁路工人近万名。

在巴黎的工业企业中， 一个工作日通常不超过

10小时。 但事实上， 一个工作日要长得多。

当时， 法国普遍采用劳动计件工资。 企业主往往

用压低计件单价的办法， 迫使工人从事大大超过10
小时的劳动， 以保持原来的工资收入。

巴黎的马车制造工人每天劳动12至13小时， 白

铁工人每天劳动14至16小时， 从事角制品生产的工

人每天劳动15小时， 就连童工和半成年工每天也要

劳动15至17小时。 外省的劳动条件比巴黎恶劣， 一

个工作日总是在13至17小时之间。

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 大多数工人的工资

的确提高了， 但食品和其他日用必需品的价格也大大

地提高了， 特别是房租的提高更是惊人。 这样， 工人

的实际工资并未提高， 而是下降了。

企业主通常利用许多隐蔽的形式来降低工人工

资， 如规定各种各样的罚款， 名目繁杂， 高达29种

之多； 企业主还强行用商品支付劳动报酬的全部或大

部， 而由于商品加价而增加的收入就落进了企业主的

腰包。 同时， 工厂还从工人的工资中扣除退休金， 而

退休金又往往归管理当局支配使用。

1864年， 巴黎大多数男工平均每天收入3法郎

一、巴黎公社的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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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 女工除少数外， 一年收入240法郎至360法

郎。 而一个四口之家的工人家庭， 仅用于伙食、 住

房、 取暖和照明方面的年支出在1870年就高达1385
法郎至1700法郎。 这样， 在法国各地乞丐增多了，

冻馁而死的人屡见不鲜。

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法国经济的发展， 加

剧了小资产阶级的破产。

第二帝国依靠国库资金， 通过经济政策人为地加

速工商业的集中化过程， 小资产阶级同大资产阶级竞

争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在拿破仑三世统治时期， 大部分劳动农民开始破

产并失去了土地。

有产阶级如金融寡头、 大工商资产者、 大土地占

有者和富农越来越富有， 工人和农民越来越贫困。 这

样， 在巴黎公社出现之前， 法国的阶级矛盾更加深

刻， 更加激烈了。

（二） 影响法国工人运动的种种学说

当时， 有好多知识分子同情劳苦大众， 想要拯救

他们。 但他们的思想主张不同， 用马克思的话说是
“乱得很， 都是难以实现的”。

巴黎公社成立前， 蒲鲁东、 巴枯宁、 布朗基等人

历史的丰碑———巴黎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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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和主张在工人中都有市场。

蒲鲁东是法国政论家， 经济学家， 小资产阶级思

想家， 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

1846年， 蒲鲁东发表了 《贫困的哲学》， 企图以

政治经济学来论证自己的改良主义思想， 反对工人阶

级进行革命斗争。

1848年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发生后， 蒲鲁东开始

从事实际的社会改革活动， 曾任 《人民代表报》 和
《人民之声报》 主编， 被选为国民制宪议会议员。

蒲鲁东被称为无政府主义之父， 他首先使用 “安

那其” （Anarchy） 一词表述社会的无政府状态。 他

否认一切国家和权威， 认为它们维护剥削， 扼杀自

由。 他反对政党， 反对工人阶级从事政治斗争， 认为

当前主要的任务是进行社会改革。 他将无政府主义与

改良主义合为一体， 提出一个所谓 “互助主义” 的
“救世良方”。 他主张生产者要根据自愿原则， 通过订

立契约进行互助合作， 彼此等价交换各自的产品。 他

的这种空想的互助主义方案建立在小生产者的小私有

制基础之上， 其目的是形成生产者之间永恒的公平，

防止他们遭受破产的厄运， 使小私有制永世长存。

蒲鲁东的学说和政治活动对巴黎公社前后的法国

工人运动颇有影响。

巴枯宁也是无政府主义者， 出生于俄国贵族地主

家庭。 1849年， 他曾参加德意志革命， 后被捕引渡

回国。 在流放西伯利亚期间， 他背叛革命， 宣誓向沙

一、巴黎公社的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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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效忠。 1861年， 他逃往英国， 于1864年加入第一

国际。 在此期间， 他玩弄各种阴谋， 企图分裂第一国

际， 篡夺国际领导权。 他的阴谋伎俩一再被马克思

戳穿。

巴枯宁认为自由是个人的绝对权利， 是道德的唯

一基础， 无自由即无幸福。 国家根据其性质， 必然对

外侵略， 对内庇护特权阶级， 成为剥削人民劳动的独

裁工具。 因此说有国家必然有统治， 有统治必然有奴

役， 有奴役即无自由。 他主张摧毁一切国家， 只有国

家的消灭， 才有资本、 剥削和奴役的消灭。 他认为要

摧毁国家必须不断暴动， 由意志坚强的个人领导的密

谋团体组织全民暴乱是推翻资本主义的唯一途径。 巴

枯宁虽然认为农民是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基础， 但他把

流氓无产者视为暴动的主要力量， 认为在他们身上包

含着未来社会革命的全部智慧和力量。 他把未来社会

描绘成绝对自由的无政府状态。 他反对一切权威、 社

会立法， 反对建立无产阶级政党， 拒绝进行政治斗

争， 主张个人和社会的绝对 “自治”。 他的信条是
“自由即至善”。 巴枯宁的主张在欧洲广泛传播， 对巴

黎工人也有一定影响。

布朗基是法国早期工人运动活动家、 革命家、 空

想社会主义者， 后来担任了巴黎公社议会主席。

布朗基的社会政治思想是在实际斗争中， 在空想

社会主义学说影响下形成的， 他的实际革命活动和关

于武装夺取政权实行革命专政的思想大大优于一般空

历史的丰碑———巴黎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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