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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思索中前行
———为曹孙志先生《思者如斯》序

大凡有所作为的人，都是爱思索者，思索着人生，思索着社会。我

读过曹孙志先生的《思者如斯》后，便觉得曹孙志先生真是一位思索者，

也更认可了这一命题。

曹孙志先生，从１９８４年７月入道以来，先后经历过许多单位，从事

过统战、政协、政府及教育管理等多个部门的工作。这二十六七年间，

无论从事哪种行业，履职哪个职位，可以说都是一位善思索者、勤思索

者。尤其是１９９３年以来，由于思想的解放，开拓创新精神的倡导，其大

胆探索的力度加大，思索的成果更是让人敬佩。

先说说他在政协履职期间的事吧。政协该如何为经济工作服务，

怎样才能把政协工作做好。那时的他虽然年轻，但是却比别人老成。

他去过很多地方调研，且又勤于思索，先后为领导提出了很多的合理建

议。读读他的《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充分发挥政协的职能作用》、《一

种协商监督的重要形式》、《政协要重视研究政协理论》等等文章吧，这

都是他思索的结果，也是他为政时所付出的心血啊。《做好政协工作的

建议》自然也是这种思索的集成，是政协工作的一份很难得的进言。

当前，人们都比较痛恶的是腐败。官场腐败者，教育腐败者，可以

说是十指所指。对于这类问题，曹孙志先生也是如此。他和人们一样

为之疾首。他虽然不是一位主要决策者，一般而言，皆可“事不关己，高

高挂起”的，可他却勇敢地从历史的大局、从社会发展的大局去思考这

些问题。他认真地思索着，大胆提出了《我国目前腐败产生的原因及消

除对策之思解》的主见。没有读过这文本之前，我是真的不信他会有如

此之精神的。他敢于思索，也敢于进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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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教育管理，细细算来，也十来个年头了。长期从事政府类的职
能工作，继而转为新的职业，是需要一个适应过程的。而这个过程对他
来说是短暂的。究其原因自然也是他爱思索的结果。思考能很好地认
识新的事物，了解新职业的特点，进而很快地进入新的角色，从而成为
一位优秀的分子甚至是一位好的指挥者。在教育管理的岗位上，他也
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参与研究和制定了很多有价值的文本，是让人
信服的。他曾建议并确定把“技能成就未来”作为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
院的口号，确定“湖北一流、全国知名”为学院的奋斗目标，我想不认真
思索是难有此为的。读过他的《地市高职院校要努力创建区域特色》、
《发展高职教育是一项战略决策》等篇，我想会更加感悟到这一点，体会
到这一点，诚服到这一点的。

要做一位好的思索者，没有一定的社会阅历是不行的，没有一定的
学识做基础也是不行的。在这二十多年的实践中，他也是在不断地丰
富自己，提升着自己的知识素养，完成了大学的学业以后又参加了研究
生班的学习，同时也在社会生活中“读了万卷书”，不断使自已的眼界开
阔、思路开阔，不断培植思索的根基，不断获得思索的硕果。

这本集子，就是一颗思索的结晶，是一颗闪耀着智慧的结晶。

说到底，人生的确是需要思索的，社会也的确是需要思索的。人生
的道路上也总是会有许多新的问题出现，社会也总是会有不断的矛盾
产生，怎样面对这些新的问题，怎样解决好这些新的矛盾，我想，首先还
是需要冷静面对，认真思索，然后一一来解决。只有这样，作为人，才会
有大的进步；作为社会，也会有大的发展。这些年来，曹孙志先生就是
这样走过来的。他在思索中前进着。

大家都记得屈原有这样一句名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
求索。”这句话永远激励着我们。未来的日子，相信他在思索中将会更
加勤勉，他前行的步伐将会迈得更加坚实！

吴绪久
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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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者如斯———旅政从教之若干思见

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

关于国家的学说，不同阶级、阶层和不同信仰的人有着截然不同
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深刻揭示了人类
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创立了自己的国家观。列宁结合无产阶级革
命的实践，对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以沉重的打击，
从理论上划清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与“机会主义”的国家观在一系
列重大问题上的界限，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为推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发
展和全人类的解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精
髓，主要体现在对下面一些关于国家的基本问题的认识上。

　　一、国家是阶级社会不可调和的产物

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
的社会现象。在漫长的原始社会里，没有阶级，没有国家，人类由原
始群落进入氏族社会以后，只有氏族和以氏族为基础逐渐发展起来
的族胞、部落联盟。恩格斯曾对原始社会的氏族制度作过这样的描
述：“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呵！没有
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监、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
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一切争端和纠纷都由当事人的
全体即氏族或部落来解决……一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
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①然而氏族制度也有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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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之思见　　　

它的局限性，它产生和发展的前提是生产极不发达，人口极度稀少，
人们还没有摆脱自然发生的血缘联系的脐带。原始社会后期由生产
力发展所引起的社会大分工，最终导致私有制经济的产生，与此同时
也就出现了阶级和阶级对立。

阶级对立和各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客观上需要有新的机
关取代氏族制度，需要有第三种力量，它似乎应站在相互斗争的各阶
级之上，压制它们的公开冲突，至多允许阶级斗争在经济领域内以合
法的形式进行。同时，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日
益脱离，并成为同体力劳动相对立的某些人的专门职业，从而使得建
立专门的管理机关成为可能。于是，原始社会的一套议事机构和民
主制度就逐渐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完全脱离社会生产、专门行
使管理社会的职能、实行阶级压迫的特殊暴力机关，这就是人类历史
上第一次出现的国家———奴隶主阶级专政的国家。恩格斯在《家庭、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说：“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
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
的形象和现实’。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
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
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
相冲突的阶级，不至于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
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
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
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他接着说：“所以国家并不是从
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
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
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①列宁进一步指出：“这一段话
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历史作用及其意义的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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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者如斯———旅政从教之若干思见

基本思想。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
观上达到不能调和的时候，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表明
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①

对国家的起源问题，历代剥削阶级及其思想家们，根据本阶级的
利益和当时的历史条件，作出了许多非科学的解释，有意无意地进行
了歪曲。以下几种就是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一种是君权神授论。这
种观点认为君主的权力来源于神，国家是根据神的意志建立的。古
代奴隶制和封建制国家的统治阶级，曾利用这种观点来维护他们的
统治。君权神授论是从宗教的观点出发，借口君权神授来论证君主
的无限权力，用来欺骗人民，维护剥削阶级统治的。因而，它从来就
是反科学的。由于这种反动观点特别有利于剥削阶级的统治，所以
直到今天也并未销声匿迹。另一种是社会契约论。这一学说的基本
观点，是把国家的产生看作人们订立契约的结果，是人们为了脱离自
然状态，互相订立一种契约而建立的国家，以此保障财产和安全。这
种观点对打破君权神授论，揭示人的自然权利不可剥夺，在鼓舞资产
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中起过进步作用。但它掩盖了国家的阶级
性，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是非科学的。第三种观点是暴力论。这种
观点认为暴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产生国家的根源。暴力
在一定条件下对国家的形成起过促进作用，但它不是产生国家的原
因。因为没有社会内部经济发展的要求，单纯的暴力是不会产生国
家的。

针对出现的几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起源的歪曲，列宁进行
了有力的分析批判。他提出，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改正”马克思，说国
家是阶级调和的机关，就是错误地宣扬国家的超阶级性；“考茨基主
义”忽视或抹杀“被压迫阶级的解放，不仅非进行暴力革命不可，而且
非消灭统治阶级建立的、体现这种‘脱离’的国家政权机构不可”，也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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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之思见　　　

就是否认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性，主张走“议会道路”。

　　二、国家是剥削被统治阶级的工具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分析了国家产生的基本原因和发展变
化的规律、概括了各种不同类型国家的共同特点、研究了国家在社会
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基础上，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国家的本质，即
国家的根本性质。恩格斯说：“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
的机器。”①他继续指出：“官吏既然掌握着社会权力和征税权，他们
就作为社会机关而凌驾于社会之上……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
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
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
国家而在政治上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
压迫阶级的新手段。”②这段论述揭示了这样几个事实：第一，国家是
统治阶级用来进行阶级统治的组织，阶级统治就是阶级专政或政治
统治；第二，国家是个机器，是一种有组织的物质力量，统治阶级借助
国家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统治阶级的新手段；第三，在一定社会中，
哪个阶级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占绝对优势，哪个阶级就掌握国家这
个工具并为其服务；第四，维持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殊社会权力机构
的经费来源是税收和国债。

国家从它产生的第一天起，就既不代表社会全体成员的意志，也
不代表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而是代表统治阶级的共同意志和最高
利益；它对统治阶级及其同盟者实行民主，对被统治阶级却实行专
政。统治阶级对其他阶级进行政治统治，是通过“国家意志”实现的。
通常统治阶级总是利用它所掌握的国家机器，把自己的意志上升为
国家的意志，使之规范化、条文化，成为人人都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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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政治法律规范。因此，国家不但以表面上超
阶级的姿态压迫被统治阶级，而且以全社会的统治者的姿态管理社
会公共事务。正如恩格斯所说，在民主共和国内，“财富是间接地但
也是更可靠地运用它的权力的”，它所采用的第一个方法是“直接收
买官吏”（美国），第二种方法是“政府和交易所结成联盟”（法国和美
国）①。列宁还进一步分析了资产阶级是如何利用国家这个工具剥
削和压迫工人阶级的，他指出：“目前，任何最民主的共和国中的帝国
主义和银行统治，都把这种两面三刀维护和实现财富的无限权力的
方法‘发展’到了非常巧妙的地步……‘财富’的无限权力在民主共和
制下之所以更可靠，是因为它不依赖资本主义的不好的政治外壳。
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所以资本一掌
握这个最好的外壳，就能十分巩固十分可靠地确立自己的权力，以致
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无论人员、机构、政党如何更换，都不会使
这个权力动摇。”②

为了强制他人服从其意志、接受其统治，统治阶级必须掌握特殊
的社会权力。它由专门的、特殊的强制机关和专门的、特殊的人———
官吏，以及维持强制机关和供养官吏所必需的物质基础所构成。其
中核心的部分是军队、警察、法庭和监狱等暴力机关。国家的特殊社
会权力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国家还有它的主权。所谓国家主权，就是
统治阶级实行政治统治的最高权力及其在政治、法律上的表现。在
国内，它是指国家权力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国家权力不从属于国内
任何其他权力；在国际上，它是指国家权力的独立性，国家独立自主
地处理对内和对外事务，不依附于任何其他国家的权力。对于国家
的特殊社会权力，恩格斯作出了精辟的论述，他说：“这个特殊的社会
权力之所以需要，是因为自从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后，居民的自动的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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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组织已经成为不可能了……这种社会权力在每一个国家里都存
在。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
监狱和各种强制机关，这些东西都是以前的氏族社会制度所没有
的。”他还强调指出：“随着国内阶级矛盾的尖锐化，随着彼此相邻的
各国的扩大和它们人口的增加，社会权力就日益加强。就拿我们今
天的欧洲来看吧，在这里，阶级斗争和侵略竞争已经把社会权力猛增
到势将吞食整个社会，甚至吞食国家的高度。”①

　　三、国家是随着阶级的消亡而自行消亡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和国家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历史现象，不是
永恒的。正如它们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必然产生一样，在另一种
历史条件下，它们的消灭也是历史的必然。恩格斯指出：“阶级不可
避免地要消灭，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
灭，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灭。”②在人类历史上，只有当生产力的发
展能够为人们提供一定的剩余产品时，才有剥削阶级的出现；同时阶
级又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在生产不足时，人们不得不为争夺必
需的生活资料和各种权利而进行斗争。因此，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
展、社会产品极为丰富的前提下，消灭阶级才成为可能。现代无产阶
级在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物质前提下，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废除了生产
资料私有制，从而在一些国家消灭了剥削阶级。然而消灭阶级，不仅
意味着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消灭剥削阶级，而且要在条件成熟的时候
消灭一切阶级，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消灭人们在社会经济地位上的一
切差别和重大的社会不平等，主要有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
者和体力劳动者的差别。正如列宁所说：“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
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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