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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这本书的初版是新一代关于革命中国的第一批学术著作：使用的关于共产党的情报档案
文件来自台湾、日本和美国；提供了第一批关于单个根据地的“微观社会”研究；尝试一方面从中国
政治和社会，另一方面从国际力量两方面探讨地方的革命进程；本书还从占优势的集权主义理论模式
和国际共产主义理论模式中脱离出来，转而探究革命变革中的创造性和民粹主　　义来源。
　　这本书还是1960年代一批大事件的产品，特别是那些发生在美国、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事件，它
受到当时全球重组和新思维的影响。
从20年前美国干涉中国内战，直到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从东南亚到全球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
、殖民主义和南北关系等在意识形态、政治及军事上的冲突，美中关系一直处在没完没了的斗争之中
。
那些斗争形成了美国的学术思想，以及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进程的理解。
　　1963年，当我为最终完成《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进行资料研究时，美中力量和全球力量的
关系发生了改变。
美国全面卷入越南战争，这时分裂力量形成，不久爆发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美国则出现了要求
公民权利、反战及新的左派运动。
战后国际秩序的主要支柱似乎正在瓦解。
美国在越南失败后不久，其霸权力量节节下降，中苏联盟瓦解，这一切为突破美中关系研究，重新审
视中国革命奠定了基础。
　　时间在向前进，甚至是迫使我们忙于研究新的问题。
我想弄清一个贫穷而技术落后的农业国家是如何在15年中持续不断地进行抗战的，那些殖民侵略者的
神力，足以使美国、英国、法国和荷兰在早期的殖民战争中取得胜利。
特别吸引我的是，广大抗战力量的先锋有没有可能在贫穷而屡遭蹂躏的乡村创造性地致力于解决贫穷
、不平等和落后问题，这些正是现在后殖民世界所要解决的问题。
　　在原版前言中，我把这件事渲染为更有希望的新纪元：“这是我们时代的核心问题。
人民如何打碎压迫、贫穷和恐怖的枷锁，他们怎样才能把自己的希望和梦想变为有力的行动，如何发
展人类的自由和美好前景?人类如何站立起来?”那时在另一个贫穷的农业国，革命力量正在对看起来
无敌的侵略者予以致命一击，使美国，以及国际政治、文化和理性生活陷入危机之中。
　　到1971年，在美国封锁、敌对并寻求孤立中国，把她作为国际弃儿20年之后，两个国家开始重新
建立外交关系，然后重新确定全球敌对和联盟的版图。
这些过程有益于重新反思战争和一般意义上的革命，特别是长期的中国革命。
《延安道路》发表于1971年，正值美中关系向正常化大步迈进的时候，是两国相互承认的戏剧性转变
的时刻。
　　在我着手准备为这本书增加批判内容时，美中关系已经度过了20个喧嚣的年头。
长时间的文化革命影响了市场、个体和外国资金的流入——尽管是以隐蔽而复杂的方式，毛的遗产还
是继续影响着中国的事业。
从1980年代，邓小平的中国出现在世界最强大的经济和贸易中心。
同样重要的是，前苏联和整个东欧国家共产主义运动的解体，以及冷战结束，已经将国际政治和美中
关系问题转变为最基本的平等问题。
重新思考研究动机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
　　此次出版本书，重申了初版最初研究的核心命题和观点。
特别是它把革命和抗战放在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背景中来考虑；它发现了“延安道路”对
中国在革命变革和社会进步的理论和实践中所做出的土生土长的贡献；它确定了1941～1942年具有分
水岭般的重要性，战争和革命事业都在此找到了新的综合点；它还重申了“延安道路”在日本敌后根
据地的重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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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为阅读中国丛书的一种，作者是美国学者马克·赛尔登，原作写
于1960年代，1990年代做了修订，1995年出版修订本。
它重申了初版最初研究的核心命题和观点，特别是它把革命和抗战放在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
的背景中来考虑，它发现了“延安道路”对中国在革命变革和社会进步的理论和实践中所做出的土生
土长的贡献，它确定了1941~1942年具有分水岭般的重要性，战争和革命事业都在此找到了新的综合点
，它还重申了“延安道路”在日本敌后根据地的重要作用。
　　作者在修订本后记中的总结是耐人寻味的，他说：当我在1990年代反思“延安道路”时，我所得
出的结论是：　　其一，作为对抗战时期中共革命实践的总结，“延安道路”所体现的是世界边缘地
带所发生的反殖民主义运动和革命变革的重要契机。
与此同时，它对关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也有重要意义，其贡献包括使占人口大多数的自耕农获取更大
权力的那些政策，如由减租减息和税制改革所构成的“静悄悄的革命”和互组合作及民主政治的初步
发展。
原著的中心点依然是正确的。
　　其二，然而，由于我在早期研究工作中的疏忽，在我总结出来的“延安道路”道路中又掩盖了专
横与倒退的倾向。
当这些倾向在人民共和国时期，特别是1957年、1979年、1989年等年头被发展到极端时，其结果是令
人悲痛的，同时也有违中国革命那些最美妙的诺言，包括实现民主、平等和是农村摆脱贫困。
　　从我所总结的“延安道路”中，我们可以追溯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中迄今尚未得到解决的那些矛盾
的起源。
为了使“延安道路”中最富有人道的那些因素得到发扬光大，也为了辨清那些阻碍社会经济的进一步
发展、阻碍人类解放的那些专横势力，用复杂的眼光去认识“延安道路”将大有裨益。
　　尽管我们不能完全同意马克o赛尔登的说法，但是作为一个美国人能够如此深刻认识中国革命中
的“延安道路”，还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应该说，该书中文版出版对于中国广大读者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革命中的中国>>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陕西省：革命的环境第二章　西北的反叛和革命者第三章　从土地革命到统一战线
：1935—1936年的陕甘宁苏维埃第四章　新民主主义在1937—1941年的陕甘宁边区第五章　危机与对新
秩序的探索第六章　延安道路结论后记参考书目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革命中的中国>>

章节摘录

　　1923年孙逸仙和共产国际的代表达成协议，建立了国民党和羽翼未丰的共产党之间的第一次联合
阵线。
共产党仅在两年前于上海成立。
1924年1月，第一次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共产党人进入国民党，甚至获得一些领导职务。
两党就国内政策达成一致，在苏俄帮助下，开始了合作时期。
　　“五四，，时期热切寻求新思想的风气，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陕西。
然而直到国共合作时，共产党才作为一种组织力量出现在西北地区。
1924年春天，共产党和它的青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在绥德建立了陕北支部，次年在榆林建立支部。
党团支部的建立反映出魏野畴和李子洲的工作成绩。
当时还没出现省级的党组织，因此，这些支部也许就是半正式的省级机构。
支部成为组织激进学生的核心。
例如刘志丹，1924年中学毕业前加入了青年团，1925年初加入共产党。
那年秋天，他成为广东国民党黄埔军校第二期学员里的青年共产党员之一。
　　陕西共产主义运动此时仅集中在学生和知识分子小圈子里，与工人和农民隔绝。
尽管1926年以前华中、华南发生大规模农民运动，波及数省，但在西北农村穷人中几乎察觉不到这样
的活动，虽然一些地方曾有暴动发生。
至于劳工运动以来，在沿海城市和迅速工商业化的地区迅速蔓延，但几乎没有波及陕西，甚至因外国
人屠杀中国示威者引发的激烈“五卅运动”，席卷各地的罢工和抵制行动，在陕西也难见回响。
共产党虽然作了努力，陕西稚嫩的无产阶级仍然弱小与零散。
整个西北处于中国工业中心和铁路网之外。
除了最北部有一块小油田外，陕西没有外国人工业。
我们能发现的“无产阶级成分”，仅数以千计而已。
他们主要集中在西安，那里一些小型工业——称“手工业”更为确切——发展起来。
这些小工业以纺织厂为主，最大的雇佣数十名工人。
陕西实际未受到工业革命的触及。
在西安努力发动弱小和无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努力流产了。
然而形势很快就提供给共产党接近工人和农民的环境。
　　革命活动平静了一个时期，陕西仍是各派军阀争夺的战场。
1926年夏天以后，革命形势迅速发展。
国民党统一全国的军事努力北伐战争，唤醒了各种潜在力量，此时冯玉祥再次重返陕西政界，成为主
导人物，预示新时期的开始，冯玉祥在国民党陕西省领导人物于右任的陪同下，刚从苏联考察旅行归
来。
结果冯再次成为掌管全省的军阀，这次他是在活跃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联合旗帜下进行统治。
冯的国民军迅速打败刘镇华的军队，把皖系军永久消灭。
清朝覆灭以来，皖系军阀在陕西省内为非作歹。
至1926年底，国民军巩固了对陕西中部的控制，包括富饶和具有战略意义的渭河平原和西安市。
冯的军队在西安是最令人生畏的。
他在西安的政府的威信和力量在北伐的每一次胜利中都得到加强，如果冯的例子说明北伐的一种合法
的方式，即选择与国民党合作的军阀，而不是打垮他们的力量。
陕西形势还显示出，随着军阀霸主的转变，可能出现意义重大的变化。
在冯的领导下，国民党和共产党干部立即推动了激进的农民、工人和学生运动。
　　井岳秀仍在牢牢控制陕北时，渭河平原上共产党的影响在冯玉祥和国民党合作框架下发展很快。
1926年5月，一个省级机构建立起来，由耿炳光领导，协调已有党支部的活动。
人们很快看到共产党不仅领导初始的工农运动，还在国民军和省政府里占据有影响的地位。
冯玉祥则希望利用共产党和国民党两方的干部来加强他的军队和行政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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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中许多人富于组织才干。
国民军政治部负责人此时是一位共产党人，叫张慕陶。
此时的刘志丹已按期从黄埔军校毕业，参加北伐，任国民党第四军政治委员。
渗透到国民军中的排级政治干部，主要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员。
后来成为共产党高层领导的邓小平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政治部任居要职。
此外，共产党还握有重要的教育职位，例如魏野畴，领导省教育部，统管所有陕西学校。
也许更具意义的是，进入新创立的西安中山军政学院的，大多限于共产党和青年团成员。
该学院是西北军事、劳工和农民运动干部主要训练中心，由共产党人史可轩领导。
刘志丹和邓小平是其中的教员，学生包括高岗、谢子长、习仲勋和黄子文，他们后来都在陕西游击运
动中声名显赫。
到1926年下半年，刘志丹起重要作用的领导核心，开始在榆林、绥德中学和中山学院发展激进青年。
　　在广东国民党农民运动训练所16期毕业生中，有16人是陕西青年，他们热心从事教学，成为毛泽
东和其他农民运动领袖的助手。
况且，他们还曾花两星期时间在海陆丰观察由彭湃领导的激进农民运动。
许多青年干部1926年下半年返回陕西帮助发展农民运动，特别是在渭北地区国民军势力强盛的三原县
和富平县。
　　1926年去农村的学生组织者发现，农民暴动的紧张形势迅速蔓延，红枪会这样的农民反抗组织正
在壮大。
1923年到1927年渭南地区，由于苛税和当地地主剥削激起了一次次农民起义。
农民的愤怒冲着当地官员和地主，有时数千农民扎营与当地武装对抗。
如果说学生活动分子越来越深入地参与渭河平原上农民运动的发展，那么陕南和河南红枪会则是在没
有“五四”这一代学生参与下发展起来的。
　　从1928年起，由于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江西苏维埃根据地的形成，党内歧见出现并扩大，上海的
中央委员会强调城市劳工运动，另一派领导则努力发动农村革命运动。
1930年7月28日在一次孤注一掷的保存城市运动基础的努力中，彭德怀遵照李立三中央委员会的命令，
领导红三军进攻湖南省会长沙。
两个星期后，共产党人被逐出城市，损失惨重。
长沙失败使李立三离开政治局，在1931年1月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受到批判。
　　党的新领导由留苏回国学生组成，他们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1930年与共产国际代表、斯大林
忠实信徒巴维尔·米夫一起返回中国。
四中全会很快给米夫一个机会，把他的追随者安排到党的重要职位上，取代名誉扫地的李立三和其他
人。
然而对四中全会的抵制很快明朗化。
劳工领袖清楚地知道，在有组织的劳工中共产党的影响持续缩小，他们批评党不顾一切地坚持政治罢
工。
他们赞成全国罢工运动改善工资待遇。
另一个小集团以陕西张慕陶为首。
他是冯玉祥的前政治部主任，后来成了党内斗争的重要角色。
他也反对四中全会，但原因不同。
他提倡广泛联合所有爱国阶层和军队，抵抗日本入侵满洲和华北。
张认为，民族主义问题比社会革命更急迫。
　　留苏回国学生中最著名的领袖王明向前述两种主张及农村游击队领导的意见挑战。
在两条路线中，王明集中力量横扫一切“右倾势力”，对认识不到中国资本主义的任何形式都是反革
命的人进行特别猛烈的攻击。
在实践上这意味着一概拒绝与资产阶级或其他党派、军队结盟，不管他们是否抵抗日本或国民党。
王明寻求创造一场完全以无产阶级为基础的革命运动。
由此，他批评下列两种观点，一是农民阶级可以在革命中起独立或主导作用；一是寻求与富农或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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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的农村政策。
因此，王明的观点使他与全国各地的游击队领导发生冲突，也与建立全国联盟抵抗日本的赞成者发生
冲突。
　　陕西党组织内部为控制权产生了短暂而激烈的斗争。
四中全会的支持者获胜，组成了新的省领导。
新中央委员会路线的支持者李杰夫批评前省领导对革命形势的悲观(右倾)估计，批评他们完全依赖合
法活动，排除武装斗争。
他指责前领导，盲目坚持华北落后阻碍了武装斗争的观点，看不到革命运动的高涨。
　　“北方落后”观念是陕西党内斗争中心，涉及到两个问题。
第一，党应该把全国有限的人力财力和武装力量都集中在革命最发展的地区，还是应该努力发动全国
革命?自1911年以来，民族主义和革命活动在中国南方和中部建立了最坚强的基础，特别是在外国经济
、政治和文化渗透最多的地方。
然而，如果北方继续是保守势力的堡垒，在军阀争夺和国民党势力弱小情况下处于分裂状态，它就为
革命展示了契机。
第二，在落后地区如陕西，革命活动要集中搞政治教育和组织工作以准备将来的胜利，还是武装革命
和建立北方苏区的时刻已经到来。
致力攻击党内右倾主义的留俄归国学生新领导坚持，全党勇敢行动要全面出击，把全国革命推向高潮
，强调无产阶级的关键作用。
　　然而，检讨陕西形势，此时看不出革命高潮。
1931年党的成员不仅远低于1927年以前的水平，而且活动迟缓。
许多武装的游击队与党只有脆弱的关系，排除他们，全省党的全职干部不超过20人，并且财政困难重
重。
况且，鼓动工人阶级证明是无效的，与发动农民斗争不同。
小军阀继续保持独立，但在杨虎城省政府下，国民党势力在全省大部地区扩张并站稳脚跟。
李杰夫的分析是当时中央委员会坚持革命高潮的鹦鹉学舌，说明不懂陕西实情。
　　苏维埃政府西北局是边区最高政治机构，取代原先完全由当地游击队控制的机构。
特别在1935年下半年和1936年上半年战斗仍很激烈时，不可能产生一个统一的苏维埃网络听命于建在
临时首都保安的政府机关。
西北局不得不严重依赖于当地军事单位的劝告、意愿和权利来制定政策，后者在许多地区担负着指示
的落实。
在这种情况下，包括从江西照搬来的一些雄心计划不得不放弃。
例如，1936年1月，西北局建立数星期内，任苏维埃政府土地委员、29岁精力充沛的留俄生王观澜发布
命令，发起劳动互助社活动，以便在春耕生产中增强生产力。
然而这一最初努力组织的互助劳动流产了。
在战时条件下，边区孤立的村庄里没有成长起来干部核心，刺激合作的努力很快并且悄悄地放弃了。
7年过后，共产党才在边区认真地发起第二次土地革命，其目的是沿着合作路线形成更宏伟地重建农
村经济。
　　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是经济部负贵人。
他试图恢复和发展战争破坏了的经济，把关键部门置于政府的行政管理之下，如盐田和煤矿。
1936年4月他详细指出经济的原始和分裂程度。
报告也建议新政府加紧努力刺激经济，尽管战争和土地革命摆在优先地位。
这些早期充满活力的措施勾画出一个事实，即江西来的党和军队代表了先进、有经验的干部和行政人
员核心，最终证明他们在重建边区经济上做得最出色。
另外，如埃德加·斯诺报告的，他们六千英里的长征，一些是世界上最困难的路线，随身带了许多车
床、镟床、冲压机、模具，等等。
他们带了数十台胜家缝纫机，现在装备他们的服装工厂；他们从四川红矿带来了银和金；他们带来了
石印版和轻型油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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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到来后的几个月内，面对持续战斗和严密封锁，把珍贵的财政资源投在扩建延长的小型钻探石油
设施，开办边区第一个纸工厂和一个小纺织厂以及生产初级军火方面。
此外，也试图复兴商业和刺激农业。
尽管这些努力是不深入的和小规模的，但他们无疑在包围封锁下帮助了求生，并且形成了其后经济发
展的支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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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第一次对战时根据地进行了研究，形成了后来对从1920年代起的整个抗战和内战时期中国共产主
义运动的研究，并且（以地方和地域研究方式）直至今天。
这一方法可以从最基层到地域、民族和全球的视角，又从国际体系到根据地、县、村庄和家庭的微观
世界来观察社会变革。
从而它使得从人类的角度研究政治和进步——它们的产生和变革、它们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的方式曾
被国家和世界研究排除在外——成为可能。
尽管这种方法特别适合于战争时期，当时有十几个在地域上孤立的根据地坚持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战，
但这种方法还是被广泛用于其他历史时期，包括人民共和国时期。
　　——马克·赛尔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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