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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8月9日新華社報導，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輯的《江澤民文選》第

一卷、第二卷、第三卷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並於同月10日起向全國發行。《江澤

民文選》收錄了江澤民在1980年8月至2004年9月之間具有代表性、獨創性的重要著

作，共包括報告、講話、談話、文章、信件、批示、命令、題詞等203篇。第一卷

收錄江澤民在1980年8月21日至1997年8月5日之間的著作，共81篇。第二卷收錄在

1997年9月12日至2000年2月1日之間內的著作，共有59篇。第三卷收錄2000年2月

25日至2004年9月20日期間內的著作，共有81篇。這是從2,000多篇、上千萬字的江

澤民文稿中精選出來，內容涉及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各

個方面。許多內容都是第一次公開發表。

根據亞洲週刊報導，中共高層是在2003年11月決定編輯出版《江澤民文選》，

但遲至今年 5月下旬才交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首發 3 0萬套。據該社社長黃書元表

示，接到出版《江選》的任務後，全社成立了以社長為組長，4位社領導參加的「江

選出版工作領導小組」，並從社內總編室及政治、馬列、國際、經濟等各編輯室抽

調人員來編輯、校對，先後歷經「八審九校」。根據2006年8月17日人民日報發表

的署名文章，中共政治局常委會和胡錦濤親自領導《江澤民文選》編輯工作，對編

選工作原則和編選工作進展等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政治局全體成員認真閱讀了文選

收錄的全部著作，對編選工作提出了重要建議，江澤民則審定了收錄文選的全部著

作。因此，《江澤民文選》是「江澤民嘔心瀝血之力作」，「更是中國共產黨領導

中國人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經驗和集體智慧之結晶」。

2006年8月10日至13日，曾慶紅在吉林考察調研時強調，要繼續加強黨在思想

理論方面的先進性建設，按照中央部署認真抓好《江澤民文選》的學習，進一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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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對「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內在聯繫的理解，增強把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統一起來加以貫徹的自覺性和堅定性。

2006年8月15日中共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學習《江澤民文選》報告會，胡錦濤

等9位政治局常委全數出席，總書記胡錦濤親自發出動員令，中共並作出《關於學

習〈江澤民文選〉的決定》。中共政治局9名常委和眾多黨政大員出席報告會為江選

造勢。報告會由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主持。吳邦國強調，深入學習和宣傳《江澤

民文選》，對於統一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思想和行動，具有重要意義。他要求

「認真學習、深刻領會、全面貫徹胡錦濤總書記的重要講話精神，真正把學好用好

《江澤民文選》的工作落到實處」。

胡錦濤在學習《江澤民文選》報告會上，把《江澤民文選》和《毛澤東選

集》、《鄧小平文選》相提並論，號召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學好用好《江澤民文

選》。胡錦濤強調，《江澤民文選》記錄了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

體，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的歷史進程，為深入地學習領會三個代表重

要思想，繼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和黨建工程，提供了最好的教材。胡錦濤

高度贊揚江澤民「在關鍵時刻具有作出果敢決策的非凡膽略和進行理論創新的巨大

勇氣」，號召「全黨同志特別是領導幹部要認真學習和大力發揚江澤民同志的這種

優秀品格和高尚風範」。同時，要求各級領導幹部把學習江選擺在中共思想政治建

設和黨員幹部理論學習培訓的重要地位，把學習《江澤民文選》納入縣處級以上幹

部培訓計畫。此外，胡錦濤指示要把學習《江澤民文選》普及一般民眾。因此，在

中共中央指示下，學習《江澤民文選》將成為大陸新一波政治學習運動。

《江澤民文選》於8月10日出版後，當日新華社報導說，「《江澤民文選》在

全國各地發行，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各地各界群眾踴躍購買。大家紛紛表示，要

認真學習文選，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下，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

業不斷推向前進。」「各地幹部群眾踴躍購書，認真閱讀。他們紛紛表示，要認真

學習《江澤民文選》，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胡錦濤同

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落實科學發展觀，推動改革發展穩定的各項工作取得新

成就、開創新局面。」

中共出版《江澤民文選》後，海外媒體有兩種完全不同的解讀。一種分析認

為，中共高調出版《江澤民文選》，以及官方媒體頻繁報導江澤民活動的現象顯示

江澤民根本沒有退出政治舞臺，且與胡錦濤較勁十七大高層人事部署。7月底一本紀

錄中共前總書記江澤民外交活動的新書―《為了世界更美好―江澤民出訪紀實》

―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舉行首發式。國務委員唐家璇、前外長錢其琛為新書揭幕。

外交部部長李肇星為該書作序。首發式由外交部副部長戴秉國主持。中央黨政軍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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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負責人、國際問題專家學者400多人多人參加了首發式。8月上旬《江澤民文選》

的出版，中共又發起認真學習《江澤民文選》的決定。江澤民退休不久，就頻繁

詳細說明任期內「政績」。這些動作都代表江澤民仍然具有相當程度的非正式影響

力，想要力保上海幫嫡系人馬在中共十七大之後繼續留在決策中心，暗示胡錦濤不

要輕易動他的人馬。

另一種分析認為，胡錦濤高度評價《江澤民文選》，與江澤民做為第三代領導

核心的地位，恰好說明胡錦濤已經坐穩黨政軍第一把手的交椅。胡錦濤用出版《江

澤民文選》的方式，向國際社會釋放江澤民澈底退出政治舞臺的信號。因此，《江

澤民文選》的出版，意味胡錦濤等第四代領導集體要對江澤民時代作最後總結，讓

江澤民時代走入歷史，胡錦濤好開展第四代「胡核心」領導集體的思想理論。

本文認為，後者的觀點比較能反映中共高層互動的現狀。從十六大至今，中共

僅用了2年的時間就完成權力轉移。胡錦濤身兼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會主席

三項要職，不但是名義上的領導人，更掌握了人事任命和議題制定的主動權。外界

觀察家經常透過派系政治了解中共高層運作。然而，這種觀點完全無法解釋江澤民

的權力在十六大之際達到高峰，卻在2年後被迫辭去軍委主席。胡錦濤之所以成功逼

退江澤民，除了政治手腕之外，更重要的是掌握職務權力。1990年代中期後，職務

權力和個人權威重要性的消長是中共菁英政治最重要的變化。

個人權威來自於領導人利用歷史功績、個人魅力獲得追隨者對其個人的忠誠。

家族親屬關係、校友關係、同事關係，以及同鄉關係等私人關係也能幫助領導人建

立個人權威。由於這些關係都是建立在個人的人格特質之上，使得個人權威無法直

接從現有領導人轉移到新任領導人的身上。相較之下，職務權力依附在非個人化的

組織結構。一旦領導人離開該職，職務權力就會迅速消失。雖然領導人同時依賴個

人權威與職務權力去鞏固他的領導地位，但兩種權力來源重要性的消長會產生深遠

的政治後果。

鄧小平是屬於具有個人權威的革命世代領導人，而江澤民、胡錦濤都屬於技術

官僚出身的後革命世代領導人，以職務權力為其主要權力來源。1 9 9 0年代中期以

後，中共領導人的權力核心基礎逐漸從個人權威轉移到職務權力。後革命世代領導

人缺乏革命建國功勳，因此他們的個人權威僅能建立於私人關係之上。然而，單憑

私人關係無法提供穩定的個人威望基礎。在這種情形下，後革命世代領導人必須依

賴官方職務擴充和鞏固個人權力基礎。因此，一旦喪失正式官職，他們的個人權威

會在幾年之內消失殆盡。

職務權力與個人權威的消長改變了中共菁英政治的原貌。權力來源的改變中斷

了派系領導人與追隨者之間，對於「保護―效忠」關係的循環再生，嚴重弱化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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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人保護追隨者的能力。在原任領導人的保護傘消退之時，許多原來的追隨者便

轉向新任領導人效忠。在新任領導人運用職務權力鞏固地位的過程中，退休領導人

的影響力逐漸被瓦解。在此情境下，他領導的派系在他喪失正式職位後，便會出現

樹倒猢猻散的現象。導致派系生命週期的縮短，也造成強人政治不易再現。由於領

導人的權力來源已經改變，1980年代的派系政治觀點―職務權力的重要性遠低於

非正式影響力―不宜做為評估當今中共領導人互動的基礎。

目前江澤民既然已經沒重要職務，自然無法動搖胡錦濤的領導地位，也不會有

太多重要幹部願意追隨退休總書記對抗現任總書記。這說明胡錦濤與曾慶紅之間的

關係為何從「可能的競爭者」轉變為「合作夥伴」，也說明上海幫為何無法在政治

局（或是政治局常委會）以多數力量壓制胡錦濤，阻止他任用大量共青團出身的嫡

系人馬。事實上，在前述曾慶紅與吳邦國針對學習《江澤民文選》的發言中，我們

都可以看到相同的一個現象。這2位政治局常委分別提到要「進一步加深對『三個

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內在聯繫的理解」、「認真學習、深

刻領會、全面貫徹胡錦濤總書記的重要講話精神」。即使是新華社報導各地民眾和

幹部熱烈學習《江澤民文選》的新聞時，也不忘提到「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

央」。這顯示不管是政治局常委，或是官方新聞媒體都沒有忘記一件事―目前胡錦

濤才是黨中央「老大」。

就胡錦濤而言，他自上臺以後就一直保持「尊江」的姿態，但絲毫沒有放鬆鞏

固權力的舉動。舉例來說，2003年7月1日胡錦濤在他的黨慶講話中，先行交心，

高舉江澤民旗幟，表態擁護「三個代表」。胡錦濤在講話中將「三個代表」思想作

為一個獨立的理論成果，與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並列，明確定位了它的貢獻。

歌頌完「三個代表」之後，胡錦濤加入一些對「三個代表」的新詮釋，而非單純重

述江澤民的觀點。胡錦濤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質是「立黨為公，執政為

民」。在闡述何為「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時，胡錦濤再次談到了他2003年3月所

提出的「三個為民」―「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成功掌握「三

個代表」的詮釋權。

此次高調發行和學習《江澤民文選》也有異曲同工之效。胡錦濤把江澤民置於

毛澤東、鄧小平同等地位，位高榮尊但毫無實權，等於給江澤民的政治生涯劃上句

號。不管江澤民有無意願干政，他都沒有能力改變第四代領導班子的決策。本文預

計輿論將在短期內掀起學習《江澤民文選》的高潮，但這個高潮可能會在今年10月

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胡錦濤主導的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理論後結束。科學發

展觀、和諧社會理論將在今後幾年逐漸成型，成為和「三個代表」並駕齊驅的中共

新的指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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