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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四)共产国际与东欧早期社会主义运动    早在第二国际时期，针对俄国特殊的政治环境，列宁
就主张在俄国建立一个从思想上、组织上区别于第二国际各党的、具有高度战斗性和组织纪律性的新
型无产阶级政党。
第二国际破产后，列宁及时指出，第二国际的破产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破产，而是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
的破产。
他坚决反对任何恢复第二国际的企图，明确指出：“现在，在1914年以后，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革命
而斗争的统一，要求工人政党无条件地同机会主义政党分开。
”并不是说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斗争不需要联合在同一个国际组织中，但新的国际“必须是一个没有
机会主义者参加的、反对机会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要创立一个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组织
，就必须在各个国家里都准备建立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即布尔什维克式的党。
显然，当时其他各国尚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在齐美瓦尔得联盟时期，左派集团在与中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中逐步实现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团
结统一，为建立新型国际创造了条件。
随着齐美瓦尔得联盟的解体，列宁提出了“建立第三国际，建立同社会沙文主义者这些叛徒以及‘中
派’这些动摇分子势不两立的国际”的任务，同时他还曾考虑以“共产党”这一名称来取代被第二国
际党玷污了的、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社会民主党这一名称。
不过，由于党内对此存在分歧，也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过于迅速，这一问题被暂时搁置下来了。
    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布尔什维克于1918年3月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
随后，东欧各国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也都积极展开了建立新型革命政党的活动。
1918年3月，在莫斯科成立了以库恩，贝拉为首的俄共(布)匈牙利小组；同年11月，这个小组与匈牙利
社会民主党左派、匈牙利齐美瓦尔得派等三个左派组织联合召开代表会议，宣布成立匈牙利共产党。
后来，在匈牙利革命的过程中，匈共与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合并为统一的匈牙利社会党；1925年，在拉
科西等人领导下，又重建了匈牙利共产党。
1918年12月，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党联合波兰社会党“左派”召开代表大会，宣布成立波兰共
产主义工人党；1925年改名为波兰共产党。
    1919年3月共产国际的成立，大大推动了东欧各国建立新型革命政党的活动。
同年4月，在菲利普·菲利波维奇、西马，马尔科维奇等人领导下，南斯拉夫境内的各社会民主党和
社会民主主义组织(除斯洛文尼亚社会民主党外)在贝尔格莱德召开代表大会，宣布成立南斯拉夫社会
主义工人党(共产主义者)；从1920年6月二大起，该党更名为南斯拉夫共产党。
1919年5月，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紧密派”举行第22次代表大会，决定改名为保加利亚共产党。
早在1917年底和1918年初，罗马尼亚社会党内便产生了以勒。
菲力裴斯库、伊凡努什和巴·特卡钦科等人为首的第一批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5月，罗马尼亚社会党
召开代表大会，宣布成立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产党；1922年10月，该党二大时又改名为罗马尼亚共产
党。
1921年5月，捷克和斯洛伐克的社会民主党左派联合国内的其他左派组织召开代表大会，宣布成立捷克
斯洛伐克共产党；同年10～11月，该党同当时独立的捷克斯洛伐克日耳曼共产党以及其他的共产主义
小组举行统一代表大会，成立了以波胡米尔、什麦拉尔、安托宁，萨波托斯基等人为领导的、统一的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
在这一时期，各国的建党活动与其国内的革命高潮是相互促进的。
    继德国十一月革命之后，1919年3月匈牙利也爆发了苏维埃社会主义革命。
随着1918年10月奥匈帝国的解体，匈牙利获得了独立。
但是，新成立的以卡罗伊·米哈伊伯爵为首的资产阶级政府所执行的反动政策，激起了国内革命形势
的高涨。
在革命的前夜，为了组建共产党以领导新的革命运动，库恩·贝拉等人从莫斯科回国。
库恩·贝拉在一战中作为奥匈帝国的土兵被俄军俘获，他是在俄国的战俘营中接受列宁主义并加入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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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布尔什维克的。
十月革命后，他为宣传列宁主义和保卫俄国苏维埃政权做了大量工作。
1918年3月，他成为俄共(布)匈牙利小组的主要负责人。
回国后，他立即着手将国内的革命左派联合起来，与1918年11月24日建立了匈牙利共产党，并领导该
党迅速投入了反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去。
    革命行动遭到了卡罗伊政府的镇压。
但是，这个短命的临时政府很快就在协约国的讹诈和革命运动高涨的两面夹击下垮台了，政权落入了
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人手中。
1919年3月21日，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合并为统一的匈牙利社会党，该党领导建立了匈牙利苏维
埃共和国。
      雅尔塔体制主要是由三大国确立的。
在这一问题上，小国、弱国是没有多少发言权的，战败国就更不用说了。
东欧之所以被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这既是苏联的战略利益之所在，也是苏联不断同美英斗争并相互
妥协的结果。
至于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起初并不是完全都希望一头倒向苏联，而是仍然试图在东西方之间寻求某
种平衡。
    （一）东欧与西方    正是由于东欧各国历史上长期饱受周边临近大国的蹂躏，所以它们对德国、意
大利、土耳其以及苏联怀有极大的戒心，更愿意同与东欧不接壤的英国、法国以及遥远的美国保持友
好关系。
这是东欧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既定的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尤其对于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
来说，情况更是如此。
因此，在二战后初期，东欧各国大多都曾试图与西方建立密切的联系。
    捷克斯洛伐克民主政府根据《科息斯纲领》的基本精神，在对外政策上把同苏联结成最亲密的同盟
作为基础，同时也希望加强与英美特别是与法国的关系。
i947年6月马歇尔汁划山台后，捷政府由于严重的经济困难曾决定加入马歇尔计划。
7月4日，捷政府在未征得莫斯科同意的情况下，一致通过了参加巴黎会议的决定。
捷共的这一决定触怒了斯大林，他于7月7日立即把哥特瓦尔德召到了莫斯科。
据哥特瓦尔德回忆说：“找从未看到过斯大林那样大发雷霆。
他严厉谴责我们怎么做出这种事。
他说，我们的行动似乎准备背弁苏联。
”于是，哥特瓦尔德于当晚回国后立即召集紧急内阁会议，一致决定拒绝参加巴黎会议。
为此，美国政府当即取消了拟提供给捷克斯洛伐克的贷款，以示报复。
美国认为，没有从西方得到到广泛的进口货物，捷克的工业就无法充分发挥作用，这样就能加强捷克
政府中亲西方的资产阶级领导人的地位；反之，如果给予捷克政府大量贷款，就会使捷共能够既有蛋
糕可吃，又能实行其有利于苏联的外交政策，还能利用美国贷款去建立有利于苏联及其卫星国的捷克
经济。
在1948年2月的政府危机中，捷共与资产阶级政党展开了激烈的较量。
美国政府判断，共产党人在捷克的统治就要结束了，捷克斯洛伐克很快就会恢复资本主义制度并同美
国建立紧密的联系，捷克政府将会重新加入欧洲复兴计划，所以答应向捷提供2500万美元的贷款。
与此同时，苏联也加强了对捷克政府的压力和对捷共的支持。
最后，捷共动用武装力量清除了国内的资产阶级势力，断绝了与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联系，完全倒向
了苏联一方。
    1944年7月22日发表的《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宣言》规定，在对外政策上要同苏联、捷克结成巩固同
盟，和英、法、美盟国保持传统友谊，与一切民主国家实行合作。
马歇尔计划出台后，波兰民主政府也曾试图加入，但鉴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做法而不得不放弃。
1947年10月，波兰工人党清除了政府内部亲西方的资产阶级势力，关闭了通向西方的大门。
    1944年12月2日通过的《匈牙利独立阵线纲领》规定，匈牙利民主政府实行以对苏友好、与同盟国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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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人民合作、反对帝国主义野心为基础的独立的民族外交政策。
在1945年11月的大选中，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小农党获胜，他们希望借助美英的支持巩固自己的
地位，限制和排挤共产党势力的发展。
从1946年底至1947年初，共产党控制的保安机关破获了以小农党头目为首的“颠覆共和国阴谋案”，
并借此沉重打击了小农党势力。
这一行动招致了西方国家的报复。
本来，在马歇尔的欧洲复兴计划中，匈牙利是被列为重点“援助”对象的。
但是，1947年6月以后，马歇尔连续提出要停止对匈牙利的3000万美元购买战争剩余物资的贷款，并撤
回美国进出口银行对匈牙利提供的700万美元的原料和棉花借款；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范登堡要求联
合国调查匈牙利局势，杜鲁门总统则公开指责在匈牙利发生的“可怕的暴行”。
美英还坚决反对匈牙利加入联合国，试图向苏联和匈共施加压力，迫使其对匈牙利亲西方的资产阶级
势力做出让步。
在匈牙利盟国监督委员会主席、苏联代表伏罗希洛夫的大力支持下，匈共于1948年秋清除了政府中的
资产阶级势力，完全倒向苏联。
    1944年9月建立的保加利亚祖国阵线政府也确定，对外加强与以苏联、英国和美国为首的各民族联合
阵营的友好合作关系。
但是在新政权的组成问题上，亲西方势力和亲苏联势力分别在美英一方和苏联一方的支持下展开了激
烈的争斗，经过多次反复的较量和三次政府更迭，保加利亚共产党最终于1948年底掌握了全部政权，
并被纳入了苏联阵营。
    在1944年8月建立的罗马尼亚新政府中，亲西方的地主资产阶级势力占据了绝对优势，因而对外奉行
完全听命于美英的政策，极力排挤打击左翼力量。
以罗马尼亚共产党为首的左翼力量同地主资产阶级势力进行了激烈的政权争夺，在半年叫仙罗马尼亚
政府发生了三次更迭。
在1945年2～3月发生的罗马尼亚第三次政府危机中，罗马尼亚盟国监督委员会主席、苏联代表维辛斯
基和驻罗苏军进行了直接干预，迫假罗马尼亚国王任命了左翼力量占优势的新政府，招致了美英的严
重不满。
1947年冷战开始后，罗马尼亚共产党清除了政府种亲西方的资产阶级政治势力，加入了苏联阵营。
    在战争期间，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武装力量曾得列英国的大量军事援助。
战争末期，苏联为加强其对南斯拉夫战局的影响也加大了对南斯拉夫军援的力度。
南斯拉夫解放后，以南共为首的临时政府极力在美英苏三大国间寻求政治平衡，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
政策，同时开始按照苏联模式式建设社会主义。
南斯拉夫这种独立自主性引起了斯大林的严重不满，随着冷战的开始，斯大林试图通过强硬手段逼南
斯拉夫就范，使其完全投靠到苏联阵营。
但是，以铁托为首的南共没有屈服，终于导致了苏南关系的破裂和南斯拉夫被排斥在苏联社会主义阵
营之外。
这样，南斯拉夫不得不加强与美英法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联系、合作和
交流。
    总之，东欧大多数国家在战后初期都没有关闭与西方联系的大门，都试图使自己在经济上融人欧洲
社会。
但国内与国际上的政治斗争打破了人们的一切幻想，到1948年前后，除南斯拉夫以外所有东欧人民民
主国家都成了苏联的卫星国，切断了与西方的一切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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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记历经三载寒暑，作为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1999年度青年项目——“战后初期东欧探索人民民主道
路的历史经验”的最终研究成果，本书终于杀青了。
    三年中，作者数度北上南下，求教专家，搜集资料三年中，作者寝食不宁，广泛阅览，冥思苦想，
奋笔疾书；三年中，作者在执教之余专注于本课题，远离尘嚣，疏于家务。
如今，终于怀着惴惴的心情将本书献在了各位师友面前，静候着批评指正。
    在本课题的研究过程中，作者从众多相关的学术成果中受益匪浅，因此谨向这些付出了辛勤汗水的
作者致以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谢。
对于作者在写作本书过程中所参考过的文献资料，除书中注明的外，其余已一一列于书末的“参考文
献”中。
    在本书写作和出版过程中，曾得到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赵明义教授、刘玉安教授、王建民
教授的多方面指点和支持；山东人民出版社李运才先生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热心的帮助；国家教育部
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部分资助。
在此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蒋  锐                         2001年12月于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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