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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和毛泽东的独立自主思想

朱 文 显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千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有三个基

本方面 ,即 实事求是 ,群众路线 ,独立自主。这三者是互相联系,互相渗透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国

际性的事业 ,因而需要各国无产阶级互相支援。但是完成这个事业 ,首先需要各国无产阶级立足

于本国,依靠本国革命力量和人民群众的努力,使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

结合 ,把本国的革命事业做好。因此 ,可以这样认为 :独立自主又是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前提和

归宿 ,是 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保证。

邓小平同志指出 :“ 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 ,要 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峋。

这不但是对于中国革命经验的深刻总结 Q也是对于独立自主原则最精辟的表述。独立自主不是天

上掉下来的 ,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共产国际的错误进行的长期斗争中产生、发

展和完善起来的 ,是 中国共产党人宝贵的理论和精神财富。在当前国际风云变幻 ,我 国又处在社

会主义建设重要发展阶段的情况下 ,研究这一问题 ,对于提高我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开创经济

建设和改革开放新局面的信心 ,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 ,从根本上讲是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 ,但又是在俄国十月革

命的影响下经过共产国际 (第三国际)的 帮助建立起来的。因此 ,从党的成立开始 ,就接受了共产

国际的组织原则 ,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下属单位。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就明

确规定 :“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峋。在党的二大上 ,又作出了《中国共产党加

入第三国际的决议案》,“决议正式加入第三国际 ,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

条 ,中 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
”
而这二十一个条件中的第十七条明确规定 :“共产国

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 ,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执行。
”
这是因为

“
共产国

际是在非常激烈的国内战争的情况下进行活动的 ,因 此 ,它应当比第二国际组织得更加集中。岣

这就告诉我们 ,共产国际是一个高度集中的世界共产党组织 ,它 与加入的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是领

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中共既然成为它的一个支部 ,一方面要接受共产国际的具体指导 (这 种指导

在党的幼年时期还是必要的);而 另一方面 ,又 必然要受到共产国际组织纪律的约束 ,从而对自己

独立自主地开展活动带来障碍。

在整个大革命时期 ,中共的路线、政策和策略 ,都是由共产国际一手决定的。共产国际不仅对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总第 ⒃ 期

于中国革命的大政方针作决议 ,下文件 ,而且派遣代表坐镇指挥 ,形成事无巨细 ,唯共产国际的命

令是从的不正常状况。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压制中共党内的正确意见 ,使 中共根据实际情况独立自

主地处理革命过程中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成为不可能。对于 1926年上半年所发生的以蒋介石为代

表的国民党新右派所进行的一系列反共和限共活动的处理 ,就是生动的例证。

1926年 1月 ,召 开了国民党二大。这是孙中山逝世之后召开的第一次国民党代表大会 ,出 席

大会的代表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多数。面对当时国民党右派的猖狂反共活动 ,广东中共组

织的负责人周恩来、陈延年等在会前商定 :应该采取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政策。计划

公开开除老右派戴季陶、孙科等的党籍 ;在选举中委时,力 争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 ;并且给新右派

蒋介石以回击 ,把共产党员从蒋的部下撤出,另 外与当时的国民党左派头目汪精卫一起成立国共

两党合作的军队。根据当时的情况 ,实现或部分实现这个计划是有可能的。但是 ,共产国际代表

维经斯基却到上海与孙科等国民党老右派谈判 ,答应中共不包办国民党的党务 ,由 中共建议在广

州召开的国民党二大延开 ,等候他们参加。最后 ,硬是把这一批老右派请回了广州参加会议。这

是一个后果极为严重的步骤 ,蔡和森指出 :“到底什么时候起党的中央领导机关—— 中央出现了

机会主义呢?在三月二十日稍前一点 ,即 在国民党第二次大会上。更确切地说 ,是 在现在前任中

央和当时的前任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主张和国民党右派合作 ,并同其首领孙科会谈 ,邀请他回

广州的时候。这是向资产阶级让步的开始。吧这一次让步的结果 ,使得大会选出的国民党中央执

行委员内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处于次要地位 ,中央监察委员会内右派占了绝对优势。更为严重

的是通过这次大会 ,大大抬高了蒋介石在党内和军内的地位 ,为其进一步发展势力和篡党夺权造

成了有利条件。

另一件事是对
“
三二○事件

”
的处理。事件发生后 ,周 恩来、陈延年、聂荣臻和正在广州的毛泽

东都主张对蒋介石进行反击。周恩来还曾对当时的情况进行了分析 Q认为国民革命军六个军中 ,

只有第一军是属蒋指挥的 ,其余五个军都不会听他的。而第一军的三个师中,也有两个师的党代

表是共产党员 ;丿L个团的党代表中,共产党员占了七个;在团长中也有共产党员 ;至于营以下的各

级军官和部队中的共产党员 ,就更多了。因此 .当 时我们是有能力给予蒋以恰当而有力的反击的。

但是 ,当 时负责处理这个事件的苏联使团团长布勃诺夫和苏联驻华军事顾问斯捷潘诺夫却认为 ,

事件的发生是因为中共的
“
错误

”
引起的 .因 而采取了一味迎合蒋介石的妥协退让方针 ,帮 助他篡

夺了国民党的军权。布、斯等人指责中共
“
只知利用国民党 ,在其覆翼之下扩大己党之力量 ,不知

从事于国民党之建设及注意于国民党之左翼 ,公然攫据国民党之最高管理机关及军队中之政治

机关 ,包办工农运动 ,以 此引起国民党大多数之不满。墒在他们看来 ,中 共的一切奋斗 ,只 能是为

着国民党的 ,而绝对不能考虑自己的发展 ,更不要有争夺领导权的非分之想。至于独立自主地研

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 ,更是不许可的。他们这种指导思想 ,后来被鲍罗廷概括成一句名言 :

“
中共命中注定要做中国革命的苦力。

”

在八七会议上 ,毛泽东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时 ,讲了一段非常深刻而又针对性极强

的话。他说:对于国民党 ,“ 当时大家的根本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 ,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

人去住。其后象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我认

为这是一大错误。峒应该说 ,毛泽东的批评 ,既是针对陈独秀的 ,更是针对共产国际的。上述共产

国际对于国民党二大的方针 ,就是一个不敢进房去住的典型 ;而鲍罗廷的
“
苦力

”
理论 ,则 是住进

去又不敢当主人的奴仆心理的生动体现。



第 l期 朱文显 :共产国际和毛泽东的独立自主思想

应该着重指出,布 、斯等人在处理
“
三二○事件

”
时 ,完 全是背着中共中央一手包办的。开始

时 ,在上海的陈独秀听信了布勃诺夫的介绍 ,在《向导》周报上写了两篇为蒋介石开脱罪责的文

章。但当他了解事件真象后 ,就改变了态度。陈独秀认为中共中央必须自己制定对蒋介石的政策 ,

因而在 4月 中旬主持召开了中央会议 ,决定扩大左派军事力量和工农武装 ,用 以对抗蒋介石 ,并

派彭述之到广州组织特别委员会来贯彻执行o。 但是 ,当 彭述之到达广州的前两天即 吐月 29日 ,

鲍罗廷已经带着斯大林的指示回到了广州,开始进行对蒋介石的新的妥协退让行动了。

《整理党务决议案》是蒋介石为了在国民党领导机关中排斥共产党人,进而篡夺国民党的党

权 ,在 5月 15日 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他在会前同鲍罗廷进行了多次协商 ,并且得到了

鲍罗廷的全力支持。蒋介石说 :“鲍罗廷自俄回粤 ,他与我屡次会商国共合作问题 ,订立整理党务

办法 ,⋯ ⋯当鲍罗廷与我会商这个办法时 ,对我的态度极为缓和。凡我所提主张 ,都作合理解决
⋯⋯所以我们的会商能达到这八点的协定。峋因此 ,可 以说这个文件是鲍罗廷背着中共中央同

蒋介石一起炮制出来的。与此同时 ,鲍罗廷还在中共特别委员会上强调 :“我们不得不对蒋介石作

最大限度的让步 ,承认他从三月二十日以来所取得的权力,不 要反对他的《整理党务案》”⑨。因

此 ,“张国焘用了非常不正派的办法要大家签字接受驷 ,使其顺利通过。

以上三事 ,周恩来称之为在政治、军事和党务上对蒋介石的三次
“
大让步

”
,° 在这里只是作

为例证 ,用 以说明在整个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和苏联代表利用组织原则强迫中共接受其方针、政

策甚至公然包办中共事务的实际情况。过去 ,我们经常讲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造成了大革

命的失败 .至于共产国际的责任问题 ,则 由于历史的原因,很少涉及。现在看来 ,陈独秀当然有他

的错误 ,不能否定 ;中共作为一个郑重的无产阶级政党 ,在总结经验教训时严于责己,不诿过于人

也是正确的。但是从组织纪律方面看 ,当 时的中共领导也确有难言之隐。因为在那个特定的历史

环境下 ,也 只能唯共产国际代表之命是从。斯大林说过 :“我们有足够的权威使中国人接受我们的

决定。
”t∶ 人所共知 ,陈独秀等当时中共领导人同共产国际曾经有过多次的意见对立 ,中共的意见

也有正确的 ,但每次都是以服从共产国际而告终。张国焘就认为 :“ 中共中央不能根据自己所了解

的情况 ,独立自主速决速行 ,而要听命于远在莫斯科、对中国实际又十分隔阂的共产国际 ,这是一

切困难的主要根源。阀不合实际的遥控指挥 ,势 必贻误时机 ,造成严重后果。所以 ,实 事求是地

说 ,对于大革命遭到如此严重的失败 ,共产国际应该负主要的责任。比较正直的维经斯基自己就

承认 :“对中国共产党所犯错误我要承担很大的责任 ,要承担比中国共产党领导更大的责任。
”(D

大革命失败了,当 事人可以从不同角度总结经验教训。陈独秀在从武汉到上海的船上 ,嘴里

老是自言自语这么一句话 :“ 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吼可以认为 ,这 就是陈独秀对

于这场大革命基本经验的总结。不管陈 独秀一生中有多少错误 ,应该承认这是一句闪闪发光的

话。

毛泽东指出 ,大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共产党
“
终究还是幼年的党 ,是在统

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 ,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

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 ,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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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
’’o毛泽东在这里以十分精辟的语言 ,不但从党的建设

的高度论述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 ,而且指明了中国共产党依靠自己力量胜利地领导中国革命

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 ,这就是深入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 ,并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

实际结合起来 ,做到二者完整的统一。而这种
“
统一”

,正是毛泽东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第一天

起就开始着力解决的。七大政治报告指出 :“毛泽东思想 ,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

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啕。平心而论 ,大革命的失败 ,共产国际作为决策者和指挥者 ,固然应该负

主要的责任 ,但即使共产国际在一些关键时期能够听从中共同志的正确意见 ,革命力量的发展可

能会快一些 ,在某些不利的情况下可能减少一些损失 ,但仍然无法保证革命的必然胜利 ,因 为那

时的中共终究还是一个幼年的党。所以,独立自主还是有条件的。中国共产党要想取得独立自主

地领导中国革命的资格 ,首要的是自己要有一条适合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这

也告诉我们 ,对于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关系来说 ,独立自主不单是一个组织纪律问题 ,也是一个路

线问题。毛泽东说 :“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
‘
左’

倾冒险

主义,抗 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 ,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
”:其实 ,在王明之前的 1927

年 11月 的
“
左

”
倾盲动主义和 1930年 6月 的

“
左

”
倾冒险主义错误 ,也都同斯大林有关。因此 ,以

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各次
“
左

”
右倾错误路线进行斗争并且战胜它们的过程 ,也就是抵制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 ,争取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

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 ,万变不离其宗。这个
“
宗

”
,就是 1927年 7月 28日 斯大林发表在苏联《真理报》上的《时事问题简评》中所提出的中国

革命∵三阶段论
”
。斯大林把中国的革命分为三个阶段 ,认为广州时期是第一阶段 ,无产阶级的同

盟军有四个 ,即 农民、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 ;“ 四一二”
后资产阶级叛变

了革命 ,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剩下三个 ;而
“
七一五

”
则意味着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脱离了革命 ,

因而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只有农民和城市贫民了⑩。从这个基本估计出发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就把

整个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对象 ,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反对资产阶级才能进行

到底 ,因 为资产阶级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由此推而广之 ,又提出反对农村的资产阶

级富农和一切带有资产阶级色彩的中间
′
政治派别。斯大林还给中国革命硬套上俄国的模式 ,认为

大革命失败标志着
“
中国的二月革命

”
已经过去 ,中 国革命进入了苏维埃运动阶段 ,要准备以城市

为中心的武装起义 ,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了。斯大林的这些主张 ,成 了土地

革命时期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基本方针和各次
“
左

”
倾错误的理论基础。指出这一点 ,就可以

知道各次
“
左

”
倾一次又一次几乎犯了相同的错误的原因所在。

毛泽东摒弃了城市中心的苏联模式 ,带领起义队伍上了井冈山,把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

命的原理 ,应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实际 ,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的道

路 ,并且逐步提出和完善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这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路线 ,它

既是马列主义的 ,又 完全适合中国的实际。这条路线的逐步提出,既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

发展 ,又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的开始。

为了引导全党确立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的信念 ,毛泽东从二十年代末开始 ,作了一系列

的理论上的阐述 :

1928年 10月 ,毛泽东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从中国社会的根本特点即地

方性的农业经济 (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 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 ,论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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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革命根据地得以产生和长期存在的客观必然J眭 。

1930年 1月 ,毛泽东在《星星之火 ,可 以燎原》中,批评了所谓
“
全国性武装起义

”
的模式 ,认

为
“
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 ,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

不适合的。
’’o这里所批评的 ,正是斯大林强加给中国的十月革命模式。以后 ,毛泽东在党的六届

六中全会上 ,对这个思想又作了进一步的展开论述。⑧

1930年 5月 ,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那时就叫
“
本本主义

”
,是当时在国际共

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一

种危害极为严重的错误倾向。它的产生 ,既根源于对于马克思主义一知半解的幼稚者的蒙昧,也

是共产国际对各国支部
“
贯彻最严格的国际纪律

’’o的必然结果。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强调了通

过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的重要性 ,批评
“
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

”
,指 出

“
马克思主义的

‘
本本

’

是要学习的 ,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
并且大声疾呼 :“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

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
!a震聋发聩 ,字字千金。

1934年 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
“
围剿

”
战争 ,在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下遭到了惨

败 ,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艰苦卓绝的长征。中国革命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1935年 1月 ,在毛泽

东的提议下召开了遵义会议 ,这是中共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的情况下独立自主

地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 ,毛泽东集中批判了李德在指挥战争中一人包办的极端恶劣作风

及其一系列脱离中国实际的错误战略战术 ,诸如
“
单纯防御

”
、
“
全线出击

”
、
“
赤色堡垒

”
、
“
短促突

击
”
,以 及突围之后的逃跑主义冬。遵义会议决定撤消李德的军权 ,会后又成立了有毛泽东参加的

三人军事小组 ,从而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就不但标志着中共

中央重新争得了对于中国革命战争独立自主的领导权 ,而且标志着中共中央开始走上了独立自

主的道路。

1935年 12月 ,毛 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集 中批评了
“
左

”
倾关门主

义的种种错误言论 :“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对于富农 ,是

一步也退让不得。对于黄色工会 ,只 有同它拼命。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 ,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

骂他一句反革命。哪有猫儿不吃油 ,哪有军阀不是反革命?知识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 ,招收他

们是危险的
”
,如此等等。这些观点虽然是犯

“
左

”
倾错误的人提出的 ,但了解情况的同志都知道 ,

这些正是共产国际的主张。而在这些主张的背后 ,就是上述斯大林的那个中国革命
“
三阶段论

”
。

毛泽东还在这篇报告中论述了国际援助的问题 ,第一次提出了
“
自力更生

”
的口号 ,指出 :“ 我们中

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 ,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 ,有 自立于世界

民族之林的能力。
”多毛泽东实际上是在这里宣布 :驱逐 日本侵略者、收复失地要我们靠自己,夺

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更要靠我们自己。

1936年 12月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系统地总结了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的

经验教训。指出 :“ 中国革命战争的许多方面都有其自己的不同于苏联内战的特点
”
,批评了所谓

“
完全马克思主义

”
的一些错误的战略战术原则 ,诸如

“
全线出击

”
、
“
夺取中心城市

”
、
“
两个拳头打

人
”
、
“
御敌于国门之外

”
、
“
六路分兵

”
、
“
堡垒战

”
、
“
消耗战

”
等Θ。人所共知 ,这些全都是毛泽东在

遵义会议上批判过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主张。正因为如此 ,陈云曾经指出 :在遵义会议上 ,

“
毛主席讲得很有道理 ,内 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叼而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不 但从马

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清算了李德错误的根源 ,而且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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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套中国革命战争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 ,因而同此后不久所写的《抗 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和《论持久战》一起 ,标志着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成熟。

收入《毛泽东选集》的六届六中全会的三篇文章 ,都是批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而正如毛泽

东指出的 ,王 明的一系列右倾主张 ,又 都是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那里来的 ,诸如认为蒋介石是抗

战的领导者 ,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求得速胜 ,鼓吹
“
一切通过统一战线

”
、
“
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
。其

实质是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共产党 ,因 而不敢独立自主地领导这场民族解放战争。毛泽东在这些

文章中,彻底清算了这种软弱无能的腐朽的违背马列主义原则的思想。六中全会还从组织上肯定

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并且在纪律上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 ,从而保证了以毛泽东为首的

党中央能够完全根据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方针政策和处理内部事务 ,这就标志着中

共中央最终摆脱了共产国际的干扰 ,彻底地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所以 ,毛泽东曾经深刻地指

出 :“ 中国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 ,一次是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 ,一次是三八年的六中

全会。⋯⋯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
’’a。 当然 ,遵义会议以后 ,在从组织上确立毛泽东在中

共全党的领导地位的过程中,共产国际面对中共党内的既成事实 ,曾 经给予积极的支持 ,这 一点

也是应该肯定的。

1943年 5月 ,当 毛泽东听到共产国际宣告解散的消息时 ,高兴地说 :“ 他们做得对 ,我就主张

不要这个机构。明大家知道 ,毛泽东对共产国际的评价是
“
两头好 ,中 间差。殉但就在这总起来说

还比较好的后半头 ,毛泽东还是认为它是不必要的。这也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对共产国际在中国革

命问题上所犯错误所表达的强烈不满。其后 ,前共产国际的一些领导人虽然仍想干预中共的事

务 ,其较著者如 1943年 12月 季米特洛夫那封无理指责我党整风运动的信件ω,但这些错误的东

西 ,早 已对我们党不起什么作用了。

应该指出,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之所以不愿意中共独立自主 ,甚至干涉我们的内部事务 ,除 了

上面所讲的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的经验神圣化 ,不考虑我国的特点 ,自 以为是地强加于人

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这就是苏共大搞以我为中心的大党主义 ,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错

误地轻视了中国共产党。

苏俄 (后来发展成为苏联)在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内,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社会主义

国家 ,也是共产国际的所在地。共产国际
“二大

”
通过的《共产国际章程》第八条规定 :“执行委员会

的主要工作 ,由 世界代表大会决定作为执行委员会所在地的该国共产党承担。帅苏共既然
“
承

担
”
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

“
主要工作

”
,也就在实际上成了共产国际的领导中心。正因为如此 ,威廉

·福斯特指出 :“俄国党是共产国际的领导政党。
”s苏共在国际共运中这种特殊地位 ,为 他们大

搞以我为中心的大党主义开了方便之门。

1931年的
“
九一八

”
事变 ,是 日本帝国主义为把中国变成日本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严重步

骤。中华民族进入了危急关头。但是 ,苏共从自我中心出发 ,授意共产国际接连发出两次
“
呼吁

书
”
,说什么这是 日本

“
向反苏战争又前进了一步

”
,“ 是进攻苏联的序幕

”伪,并指示中共提出了

“
武装保卫苏联

”
的口号。毛泽东后来在延安马列学院讲到这个问题时尖锐地指出 :“ 日本人占了

我们东三省,我 们却贴标语要
‘
武装保卫苏联

’
,这不是发神经病吗?”这个

“
神经病

”
正是共产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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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我们
“
发

”
的。历史证明,这个口号是极其错误的 ,因 为它严重地脱离了中国的广大群众。因此 ,

加上其它的错误 ,就导致了
“
九一八”

以后所出现的抗日救国有利形势的丧失。

苏德战争爆发后 ,斯大林为了减轻日本对其东线的威胁 ,几次打电报给毛泽东 ,不顾我们当

时面临的严重困难 ,要求我们出兵到长城一线甚至外蒙边境地区牵制 日本。这种不合实际的要

求 ,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毛泽东的拒绝。对此 ,他们是很不满意的。1973年出版的共产国际驻延安

的联络员和苏军情报员符拉基米诺夫 (孙平)的 《中国特区》(又名《延安日记》)一书中为此说了我

们很多坏话 ,说我们抛弃了国际主义。毛泽东早就说过 :“ 中国是被侵略的国家。因此 ,中 国共产

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打倒了 ,

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因此 ,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构这就

告诉我们 ,在 当时中华民族处于危亡的时期 ,从 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决定战略方针 ,夺取反侵略

战争的胜利 ,就是实施了国际主义。毛泽东对于国际主义的精辟论述 ,同 样闪耀着独立自主思想

的光辉。各个无产阶级政党 ,首先应该把自己国家的事做好 ,然后才能谈得上国际主义。如果不

顾自己的实际情况 ,一味听从别人的指挥 ,那就不但不能引导本国的革命取得胜利 ,也无法尽到

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王明的错误就是一例。毛泽东曾经深刻地指出 :“王明问题的关键、症结之

所在 ,就是他对自己的事 (指 中国革命问题)考虑得太少了 ,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
”ω有的

同志认为 ,《 中国特区》一书是七十年代初期苏联领导人为了反华的需要 ,由 孙平的儿子根据有关

档案资料编撰出来的 ,并不能代表孙平本人的看法。笔者则认为 ,孙平当时虽然在表面上同我们

的关系还好 .但他终究是代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尽管该书在整理时很可能捕风捉影、添油加醋 ,

但书中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载应该说是反映了孙平的基本看法的。否则 ,我 们就无法理解何

以会有上述季米特洛夫的那封信。

苏联的大党主义和利己主义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如苏联 1945年与美国签订的划分战后势力

范围并严重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雅尔达协定》,以 及为实施这个协定同国民党政府所进行的谈

判 ,都是背着我们党干的。此外 ,毛泽东在讲斯大林的错误时还说 :“ 解放战争时期 ,先是不准革

命 ,说是如果打内战 ,中 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 ,对我们半信半疑。打打胜了,又 怀疑我

们是铁托式的胜利 ,一 九四九、一九五○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
’’e/这就表明,斯大林和共产国

际 ,对我们党有一种强烈的不信任情绪。这种不信任情绪 ,从我们建党开始就有了。

在中国,共产国际从一开始就重视国民党 ,轻视共产党。协助中共进行一大筹备工作并列席

一大的马林 ,在 1922年 7月 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就极力拔高国民党 ,贬低共产党 ,甚至

说虽然中共成立并加入了共产国际 ,但
“
它仍然作为一个宣传团体会更好一些。

”⒅此后 ,共产国

际鼓吹国民党的言论长篇累牍 ,比 比皆是。甚至到了
“
七一五

”
以后 ,还不准中共退出国民党。

1927年 6月 ,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体会议向联共莫斯科市委全会作情况介绍报告

时 ,将联共同中共进行了对比。他说 :“ 我们的党在建立时就是一个由吸收了西欧社会主义运动全

部马克思主义经验的知识分子和工人组成的团体 ;俄 国社会主义的奠基人都是学识渊博的马列

主义者。我们一开始就奠定了工人政党的马苋思主义基础。但是我们的中国共产党则是在另一

种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它是从孙中山的民粹主义脱胎而来的,不熟悉马克思主义原理。帅布哈林

在这里简直是信口开河。人所共知 ,中 共的主要发起人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在十月革命后就

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他们并不是孙中山的信徒。相反地他们中有∵些甚至对国民党是持批评态度

的 ,陈独秀在 1922年 4月 写给吴廷康 (维经斯基)的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信 ,就是一个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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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说中共
“
不熟悉马克思主义原理

”
,则是一种偏见。究其根源 ,一是把马列主义当成教条 ,认为

背得多才叫
“
熟悉

”
;二是不懂得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根本原则 ,因而对于毛

泽东、瞿秋白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根据这个原则已经作出的理论创造视而不见。

最能集中地表达斯大林对我们的不信任情绪的 ,是说我们党是
“
人造奶油

”
。这个话他不但在

外交场合讲过 ,也在私下讲过Θ,应该说是反映了斯大林的真实看法的。毛泽东不是讲过在我们

建国之后斯大林还怀疑我们是
“
铁托式的胜利

”
吗?总之 ,在斯大林看来 ,中共只是一个

“
土地改革

者
”
或

“
民族主义者

”
的政党 ,够不上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斯大林的这种看法 ,无疑地影响了共产

国际。周恩来说 :“一九四○年我到共产国际去 ,共产国际的领导同志都还担心我们离无产阶级太

远了。我说我们在农村里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 ,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 ,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共

产国际的=些同志听了之后大哗 ,不 以为然。⑩中共一开始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政党。

但共产国际在中共成立 19年之后 ,一 听到中共可以无产阶级化竟然还要
“
大哗

”
,由 此可见他们

这些人对中共是个什么态度了。所以 ,19娃 5年刘少奇在七大政治报告中,用 了很大篇幅专门阐述

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的问题 ,并且郑重宣布 :中 国共产党
“
与任何资本主义国度内的无产阶级

政党比较 ,至少是毫无愧色的。⒅笔者认为 ,刘 少奇这些话有很强的针对性 ,他针对的就是共产

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错误看法。

1949年 12月 ,毛泽东访问苏联。在他同斯大林见面时 ,第一句话就是
“
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

的焖。应该说 ,这句话中包含了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批评。因为大家知道 ,排斥以毛泽东为代

表的正确路线的 ,正是受他们支持的王明等人。其后 ,在中共八大时 ,毛泽东又和参加会议的苏共

代表米高扬谈话 ,全面深入地批评了苏共的
“
老子党

”
错误。毛泽东说 :中 国党在革命发展的各个

阶段中的
“
左

”
右倾错误 ,“都是由于不相信自己,而一味盲听盲从的结果。也是由于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中出现的好似老子党与儿子党之分的不正常的党与党之间关系的结果。⋯⋯试想 ,怎 么可以

根据一个党的具体条件、具体需要、具体利益出发而制定出来的方针、政策 ,就是绝对正确的 ,而

去要求处在另一种情况、环境条件下的党去听从 ,或照搬、硬套呢?怎么可以以一个党的利益替代

另一个党的利益呢?”毛泽东还指出:“左’
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最严重、最根本的错误是打击、排挤

正确领导 ,否定、抛弃从实际出发制定出来的正确路线
”
。这些话可和上述毛泽东对斯大林讲的那

句话互相参照。共产国际和王明打击、排挤的不单是毛泽东本人,而是中共的正确路线和正确领

导 ,从而给中国革命带来了灾难。因此 ,毛泽东愤慨地说 :“对当年共产国际和苏共的作法我们是

有一些意见的 ,过去我们不便讲 ,现在要开始讲了 ,甚至要骂人了。我们的嘴巴,你们是封不住

的。啕毛泽东的这一番谈话 ,不但批评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错误 ,而且是对国际共运经验教训的

深刻总结 ,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总结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 ,指出 :“无论是革命还是

建设 ,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 ,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 ,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

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走 自己的道路 ,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吼当前 ,我 们党正

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胜利前进 ,“ 不

管风吹浪打 ,胜似闲庭信步。
”
这原因不是别的 ,正是因为这条基本路线是我们党独立自主地从中

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的并且受到全国各族人民热烈拥护的唯一正确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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