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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一生当中，大部分时间处于地下状态，十月革命后又主要处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战争的环境中，因此他更多地强调集中

制，但在强调集中制的同时，他仍在坚持民主制。 

1921年3月15日，苏俄外交活动家越飞写信给列宁，对中央频繁调动他的工作表示不满。3月17日，列宁给越飞复信，在说明越

飞工作安排不当的真正原因的同时，纠正了越飞对中央委员会权力运作方式的错误看法。复信说：“你重复（不止一次）说：‘中

央——就是我’，您这就错了。只有在非常激动和疲劳过度的情况下才能写出这种话来。原中央（1919—1920年）在一个非常重大

的问题上击败了我，这件事您从辩论中已经知道了。在组织问题和人事问题上，有无数次我处于少数。您担任中央委员时曾多次亲

自看到过这方面的例子。为什么要这样神经质，竟写出这种绝不应该、绝不应该的话，说什么中央——就是我。您这是疲劳过度

了。”[1]列宁的复信强调说，在权力运作方式上，中央委员会是集体决定重大问题，在这个集体中，他只是平等的一员，只有一

票表决权，每当处于少数的时候，就得服从多数。越飞把他等同于中央，真是太荒唐太不应该了。复信中提到的“原中央在一个非

常重大的问题上击败了我”，是指1920年12月7日的中央全会在争论工会的作用和任务问题时，列宁的意见占少数，[2]只是后来在

托洛茨基挑起的全党大辩论中，列宁关于这个问题的立场和观点获得了全党大多数地方组织的支持，列宁才转败为胜。之后召开的

第十次代表大会巩固了这场大辩论的成果。  

布列斯特和约的缔结，是列宁坚持实行集体领导的又一个范例。十月革命成功之时，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结束，俄德两国还

处于交战状态，为了退出战争，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2月2日在布列斯特同德国政府签定了停战协定，随后就开始进行缔结和约的

谈判。由于德方采取以强凌弱的态度，要么接受条件苛刻的和约，要么继续进行战争，俄国党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列宁认为，俄

国国民经济完全遭到了破坏，旧俄军队已经瓦解，通过中心城市起义获得胜利的布尔什维克党又没有自己的军队，而新的工农红军

还有待建立，根本无法同武装到牙齿的德帝国主义抗衡，因此他主张妥协让步，建议立即缔结和约，即使割地赔款也在所不惜。19

18年1月8日，列宁在中央委员会和出席苏维埃“三大”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联席会议上，提出了关于立即缔结兼并性和约问题的提

纲（21条）。  

《提纲》除了申述主张立即媾和的理由外，还警告说：如果继续战争，俄国将遭到最严重的失败而不得不缔结更加不利的和

约。[3]然而列宁的主张在会上没有得到多数人的赞同。布哈林一派即“左派共产主义者”主张对德国进行革命战争，托洛茨基一

派主张宣布停止战争，复员军队，但不签订和约。简而言之，布哈林一派主战，列宁一派主和，托洛茨基一派主张不战不和。表决

结果，在与会的63人中，列宁的支持率还不到1/4，仅获15票。[4]在此之后，直到2月18日上午，中央在40天中又先后开了5次会，

列宁关于立即媾和的建议始终没有得到会议多数的赞同。其间，2月16日晚，德方违反停战协定的规定，声称将于2月18日中午12点

结束停战，恢复战争状态。俄方提出抗议但没有得到答复。2月17日晚中央开会，当表决列宁关于“立即再次与德国就缔结和约的

问题进行谈判”的建议时，会议以6比5的票数否决了列宁的建议。当改变问题的提法，提出“如果德国发动进攻已成事实，而德国

和奥地利的革命高潮还没有到来，我们是否要缔结和约”的问题进行表决时，会议以6票赞成4票弃权1票反对通过了这一建议。

[5] 2月18日上午，眼看德方通知的停战时限即将来临，列宁在中央的会上再次建议立即电告德方同意媾和，会议仍以7比6的票数否

决了列宁的建议。[6]这是自1月8日以来列宁关于立即媾和的建议第6次在中央的会上遭到否决。当天下午，德国人果然开始全线进

攻，并迅速推进。晚上中央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列宁关于立即通知德方同意缔结和约的建议，经过激烈的争论，会议以7比6的票数

首次通过了关于立即缔结和约的建议。[7]但德国人没有理会苏俄的通知，而是长驱直入，直逼彼得格勒。2月23日，在苏维埃俄国

动用各种革命武装力量在彼得格勒附近的纳尔瓦奋力阻挡住德国人的进攻后，中央开会，再次以多数票通过了列宁关于立即缔结和

约的建议，只是这次接受的媾和条件远比以前更苛刻了。鉴于这次表决是7票赞成4票反对4票弃权，而且投反对票和弃权票的8人中

有7人，包括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在内，先后在表决之前和表决之后发表声明，因不同意列宁的建议，要辞去党和苏维埃的一切重要

职务[8]，——有鉴于此，列宁在他和斯维尔德洛夫共同起草并于2月26日发表的告党员书中，除说明当前必须接受德国人提出的无

比苛刻的和约的理由（“首先是因为我们没有军队，我们不能自卫”）外，还特意指出：在是否接受和约的问题上，中央委员会内

部的意见是不一致的。中央的决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正确表达了全党的实际立场，只能由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来裁决。但中央的决

定既然已经通过，全党就应该给以支持。[9] 3月上旬召开的党的“七大”作出了最后的裁决：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

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历史证明，列宁的抉择是正确的。9个月后，德国爆发了革命，布列斯特和约被废除。更重要的是，通过缔

结和约，苏俄争得了喘息时机，开展了社会主义建设，组建了工农红军，为在随后到来的3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中获得胜利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围绕布勒斯特和约问题展开的争论，其实质不在于要不要保卫祖国，而在于在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下如何



才能保卫祖国。在这场关系苏维埃政权生死存亡的激烈争论中，先后担任和谈代表团团长、成员和顾问的越飞，亲自参加了对列宁

建议的表决，亲眼目睹了列宁在中央委员会里争取多数支持的艰难情景，而且在2月17日晚的两次表决中，两次他都投的是反对

票，而且在第二次表决中还是唯一的一张反对票。当时那些唇枪舌剑的激烈争辩他都忘了，列宁也忘了。1921年3月15日在给列宁

的信中，他说中央就是列宁，列宁说他是太冲动了（“神经质”），说话没有了分寸。  

列宁在强调集中制的同时坚持贯彻民主制，这是民主集中制内在机制的要求。党的民主集中制是间接民主制加集中制（直接民

主制不需要集中制），实行集中制时，上级机关必须选举产生、必须集体决定重大问题、在决定重大问题时必须体现大多数人的意

志和利益。尽管在困难条件下选举制度的实行受到限制，但间接民主制度的其他要求任然必须实行，例如在权力运作方式上，如果

不是集体决定重大问题，而是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或者很少一部分人决定重大问题，民主制就会变成君主制或者贵族制，民主集中

制就会变成君主集中制或者贵族集中制，集中制一旦供君主制或贵族制驱使，就会从有条件的集中制变成无条件的集中制，变成

“助纣为虐”的工具和手段。  

实行党的集中制要以实行间接民主制的基本要求为前提，是民主集中制的运行机制为了防止权力机关异化变质而给上级机关规

定的要求和制约，用我们今天的话说：集中，是在民主基础上集中。  

注释：  

[1].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0卷第166—167页。  

[2]. 同上，第40卷第233页。   

[3]. 同上，第33卷第247—255页。  

[4].  同上，第33卷卷末注113。  

[5]. 同上，第33卷卷末注155。  

[6]. 同上，第33卷第344—345页、卷末注154。  

[7].  同上，第33卷卷末注156。  

[8]. 同上，第33卷卷末注170。  

[9]. 同上，第33卷第4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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