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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

略论共产国际与李立三的
“左” 倾冒险主义

共产国际与立三 “左” 倾机会主义的关系问题， 在党的历史
上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 长期以来， 人们往往只注意共产国
际纠正立三 “左” 倾冒险主义的历史的一面， 而忽略了它们之间
在中国革命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一脉相承的另一方面， 这样就不能
全面评价共产国际在纠正立三 “左” 倾机会主义问题上的作用，
不能正确估价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功绩。 因而也就难以理
解： 共产国际既然反对和纠正立三 “左” 倾机会主义， 为什么紧
接着又要支持另一个新的更左的 “左” 倾机会主义。 历史地全面
地研究这些问题， 分析它们之间历史发展的必然联系， 作出比较
符合实际的回答， 从中吸取必要的经验和教训， 在今天看来， 仍
然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的意义。

一

立三的错误是在革命胜利发展形势下出现的以冒险主义为主
要特征的 “左” 倾错误。 这次 “左” 倾机会主义的出现， 是具有
深刻的社会和历史的、 国际和国内的、 主观和客观的原因的。 就
其国际方面的原因来说， 共产国际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 “第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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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的理论， 关于城市武装起义的推崇， 以及 1929 年以后开展
的反右倾的斗争等， 对于立三 “左” 倾机会主义的形成都有重要
的影响， 并且成为立三 “左” 倾机会主义的一些重要内容的直接
来源。

共产国际的 “第三时期 ” 理论与立三中央的 “战略总方
针” 。 1928年 8月， 共产国际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 通过了 《关
于国际形势与国际任务的提纲》 ， 提出了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
“第三时期” 理论。 断定在这个 “时期” 内， 资本主义经济 “稳
定” 已经 “结束” ， 总危机进一步发展， 阶级斗争日趋尖锐，
“大规模阶级搏斗” 即将展开。 翌年 7 月，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
次全会的政治决议案， 又进一步阐述了这个理论， 指出 “第三时
期” 就是 “帝国主义内外矛盾日益加剧的时期， 此时期的矛盾，
将要达到伟大的阶级冲突， 将要达到新的帝国主义战争， 将要达
到资本主义国家革命浪潮之发展， 将要达到殖民地反帝国主义的
大革命” 。

共产国际关于资本主义发展 “第三时期” 的理论， 虽然在当
时来讲， 对于动员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起来反对资本
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的斗争有一定积极意义， 但是它的
主体思想， 却表露出 “左” 的倾向。 它片面地夸大了资本主义经
济危机的严重程度， 把 “第三时期” 说成是战后资本主义总危机
中的最后一个时期， 是资本主义由暂时稳定到剧烈动摇而至于完
全破坏的时期； 它夸大了世界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和革命力量增
长的形势， 把仅仅在一些国家里的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
展， 看成为全世界范围的普遍的革命的高涨。 这就在实际上抹杀
了世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和长期性。

中共中央的实际主要领导人李立三同志， 在 1930 年上半年
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 对于 “第三时期” 理论多次有所披露， 特
别在 《第三时期与中国革命》 一文中， 对此作了比较系统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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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进一步在中国党内作了宣传。 立三同志强调在分析中国革命
形势时应当特别注意两点基本认识： “第一， 资本主义是普遍的
危机， 而不只是在某一国的危机。 第二， 目前世界的形势要发展
成为世界直接革命形势——世界武装暴动的形势， 是必然的， 并
不只是可能的” 。 8 月 6 日， 立三同志又在中央行动委员会的报
告中， 进一步阐述了共产国际关于 “第三时期” 的理论及其对中
国革命的影响。 指出 “世界革命第三时期的特征， 是世界资本主
义之一切内外矛盾的紧张， 整个经济制度之严重的危机， 显然表
示要急剧走向崩溃与死亡” ， 是 “整个世界革命迅速发展的时
期” ， 在这种 “全世界普遍的逼近于直接革命的形势” 之下， 对
于 “生长于世界革命的第三时期中” 的中国革命来说， 由于 “国
际上矛盾都集中于中国， 所以造成中国之一切政治与经济的危
机” ， 因而决定了中国革命的 “大爆发” 。 正是在这种形势估计
的基础上， 立三中央便进一步制定了举行武汉、 南京武装暴动和
上海总同盟罢工， 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 建立全国革命政
权的战略总方针。

这就是立三同志根据共产国际关于资本主义发展 “第三时
期” 理论， 分析中国革命形势而得出的左的错误结论。 诚然， 立
三的这个 “战略总方针” 不是国际指示的， 而是立三提出的， 但
他提出的这个方针， 是从共产国际对国际革命形势的左的估计引
申出来的。 因此， 共产国际对立三提出的错误方针， 也就不能不
负一定的责任。

俄国城市武装起义经验的绝对化与立三的 “城市中心论” 。
十月革命的胜利， 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
基本经验， 这就是武装夺取政权的经验。 但共产国际并没有正确
地推广十月革命具有普遍意义的武装夺取政权的基本经验， 而仅
仅把十月革命所提供的先城市后农村武装夺取政权的具体经验加
以绝对化， 机械地向各国推行， 要求各国党都要按照俄国城市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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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央任务问题的信》 ， 1926 年
10 月 26 日。

② 《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 ， 1930 年 10 月。
③ 立三： 《准备建立革命政权与无产阶级的领导》 ， 《红旗》 第 88 期， 1930 年 3

月 29 日。

装起义的模式进行革命， 这就对那些与俄国国情不同的国家， 特
别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带来了严重危害。

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
路这一反映中国革命规律的理论与实践， 在很长时期内始终不认
识、 不理解， 直到 1940 年， 还担心我们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
离开工人阶级太远了。 尽管他们也要求中国党应迅速建立红军、
开展游击战争， 建立苏维埃政权， 实行土地革命。 但是， 他们关
于中国革命一系列的指示中， 却明显地低估农民土地革命和游击
战争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 把它仅仅看作是整个中国 “革命潮流
中的一个支流” ， 而 “全国革命运动底雄伟高涨底最准确的最大
的特征， 却是工人运动的复兴” 。 ①因此， 他们强调城市工人的
罢工、 农村的 “农民骚动” ， 军阀军队中的兵变， 都要 “围绕城
市” 暴动，由此则要求中国党， 要 “用布尔塞维克的坚定精神和一
贯精神， 用列宁主义的坚持精神， 去准备和组织武装起义。 ” ②

立三同志在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上， 就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思
想和要求行事的。 早在 1930 年 3 月， 他就比较形象地表述了他
的城市中心思想， 认为 “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 城市才是他的
头脑与心腹， 单只斩断了他的四肢， 而没有斩断他的头脑， 炸裂
他的心腹， 还不能致他最后的死命” ， 而 “斩断统治阶级的头
脑， 炸裂他的心腹的残酷的斗争， 主要是靠工人阶级最后的激烈
斗争——武装暴动。 所以忽视组织工人的斗争， 忽视准备工人阶
级的武装暴动， 不只是策略上的严重错误， 而且会成为不可饶恕
的罪过。 ” ③同年 6 月， 中央政治局通过的由立三同志主持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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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央任务问题的信》 ， 1926 年
10 月 26 日。

的 《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 的决议案中， 又明
确提出了 “组织全国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任务” ， 并规定了 “以
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的首先胜利， 是目前党的策略总路线” 。
随后， 立三中央所制定的一系列中心城市暴动的冒险计划， 都是
在他的 “城市中心” 思想指导下的冒险行动的具体体现。 实践证
明， 走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 在俄国类型的国家里是对的， 但如
果把这一道路的经验绝对化， 机械地搬到中国， 则是行不通的。

国际反布哈林的斗争与立三中央的反右倾。 1929年， 斯大林
在共产国际和联共进行的反布哈林所谓右倾的斗争， 造成了一种
强大的国际政治声势， 严重地影响着中国党内的反倾向斗争， 这
在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一些重要指示中也明显地表现出来。

1929年 2月 8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书》
在分析中国党内政治思想状况时就指出， “在现在的环境之下的
特别危险的是右倾” 。 同年 6 月， 《共产国际执委政治处关于中
国问题的决议案》 也提出了反右倾的任务， 指出： “在党的面
前， 摆着这样的任务， 就是要在斗争的本身过程中， 准备和收集
力量， 去迎接最近将来的决战； 因此党就应当真正用革命精神去
尽量发展成千百万群众的革命毅力和斗争； ——

·
在
·
这
·
种
·
条
·
件
·
之

下， 主要的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 ”
同年 10 月 26 日， 共产国际给中国党的信中， 进一步强调指

出， 中国党的 “盲动主义的错误在大体上已经纠正过来” ， “现
时党内主要的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心理和倾向” 。 因此， 共产
国际指示中国党 “应当尽力鼓动并加紧阶级冲突” ， “把革命斗
争推进到日益更高的发展阶段上去。 ” ①

在共产国际这种反右倾的政治洪流冲击之下， 李立三同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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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在中国党内也依样画葫芦地大反其右倾， 例如把反对冒险进
攻中心城市的蔡和森同志指为 “右倾” ， 而撤销了他的中央政治
局委员、 中央宣传部长的职务； 另一方面， 他自己就进一步发展
了 “左” 倾冒险主义思想。 4 月间， 立三强调指出： “目前主要
的危险仍然是对革命形势估量不足的右倾观念 。 ” 他认为
“ ‘左’ 倾的观念， 只要还没有犯到过早暴动的策略上的严重错
误的时候” ， “还不会有害于群众斗争； 可是对革命形势估量不
足的右倾错误， 不要说连到策略问题， 就是这种观念本身已是灰
懒群众斗争的勇气与决心， 已经是帮助统治阶级松懈革命阵线缓
和革命斗争的最好方法， 所以我们应当严厉地指斥这种观念的错
误。 ” ①从这里可以明显看出， 立三同志不顾中国革命实际， 把
国际反右倾的口号接受过来， 并且极力宣传 “左” 比右好的宁
“左” 勿右的错误思想。
作为立三 “左” 倾机会主义形成标志的党的 6 月 11 号决

议， 更进一步强调了反右倾斗争。 它认为当前执行中央进攻路线
的最大障碍 “便是与这一总路线绝不相容的右倾观念” ， 如果
“不克服一切右倾的思想， 党的路线与策略决不能有充分的执
行” 。 ②

立三同志反复强调开展反右倾斗争， 完全脱离了当时中国党
的实际。 1929年， 中国党虽然进行了反对陈独秀的右倾取消主义
的斗争， 党中央根据陈独秀的错误发展的严重的情况， 于 11 月
15日决定把他开除出党， 这是我党在第一次大革命中反对陈独秀
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继续。 然而， 这只是当时党内错误倾向的一
部分内容， 并不是党内存在的主要倾向； 如果把以陈独秀为代表
的一小批人曾经出现的右倾取消主义， 夸大为全党的主要危险，

① 立三： 《论革命高潮》 ， 《红旗》 第 49 期， 1930 年 4 月 16 日。
② 《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 ， 1930 年 6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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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势必掩盖当时党内普遍滋长的主要倾向左的思想。 这种按照
国际反右倾基调进行的党内反倾向斗争， 严重助长了立三 “左”
倾错误的发展。

由上可见， 立三中央关于中国革命的一些重大问题的错误，
如 “左” 倾的战略总方针、 城市中心的道路， 以及错误地反倾向
斗争等， 可以说都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共产国际的影响而来的， 就
这个意义上讲， 共产国际虽然反对立三 “左” 倾机会主义， 但他
们之间却有一脉相承的一个方面。

二

立三 “左” 倾机会主义， 如前所述， 就其思想理论体系来
说， 在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共产国际的； 但是， 它又是违背共产
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一些指示精神， 在中国革命新的政治形势之
下， 把它扩大发展成为以冒险主义为特征的 “左” 倾机会主义，
这样， 它又遭到共产国际的批评和反对。

1930 年上半年， 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 4 月间，
爆发了蒋冯阎新军阀的中原大战。 这场持续了半年多的新军阀战
争， 严重地削弱了反革命势力， 为革命力量的发展客观上提供了
有利的条件。 这时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扩
大， 到 1930 年， 红军发展到近十万人， 建立了包括赣南、 闽
西、 湘赣、 湘鄂赣、 闽浙赣、 鄂豫皖、 洪湖、 湘鄂西等大小十几
块革命根据地； 大革命失败后遭受严重摧残的党的白区工作， 这
时也有了初步的恢复， 城市产业支部由 98 个增加到 229 个， 赤
色工会会员有 3 万余人， “左联” 和反帝大同盟等各种进步团体
相继成立， 并积极开展了活动。

这种有利的革命形势， 使党内原来就存在着的 “左” 倾思想
有了新的发展， 6月 11日， 中央政治局在立三同志领导下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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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立三： 《准备建立革命政权与无产阶级的领导》 ， 《红旗》 第 88 期， 1930 年
3月 29 日。

② 《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 ， 1930 年 6 月 11 日。
③ 《共产国际执委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 ， 1930 年 6 月。

《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 的决议， 形成了以冒
险主义为特征的新的 “左” 倾机会主义。 这条 “左” 倾冒险主义
的推行， 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遭到不应有的损失， 党在白区的革
命力量， 也遭受严重摧残， 这不但引起了广大党员和干部的不
满， 同时， 也受到共产国际的谴责和反对。

共产国际反对立三的 “左” 倾机会主义， 从根本上讲主要是
反对它的冒险主义并纠正了它在全国的推行。 因此， 共产国际主
要在以下几个问题上批评了立三的错误。

第一， 关于革命发展不平衡问题。 这是立三中央的冒险主义
和布置全国暴动的一个重要 “理论” 根据。 立三中央不承认中国
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 他认为， 中国革命从表面上看， 虽然存在
着不平衡的现象， 然而 “从阶级斗争的实质上与广大群众的政治
觉悟” 上看， “无论是城市与乡村” ， “无论在南方与北方” ，
阶级斗争都是 “同样的尖锐”。 ① “中国经济政治的根本危机， 在
全国任何一处都是同样继续尖锐化， 没有丝毫根本底差别” 。 ②

立三中央根据这种对中国革命形势的错误估计， 便制定了他的冒
险主义计划， 要求举行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的暴动。

共产国际批评了立三中央对革命形势发展的错误估计， 指出
中国革命发展的形势是 “新革命高涨是在个别区域里成熟起
来” ， 而且 “大部分是在 1925 年到 1927 年革命中奠定了基础的
那些区域里成熟起来， 后来才渐渐地扩展到其他区域。 ” ③这就
是说， 中国革命高潮的出现在全国各地区并不是一样的， 在受过
第一次大革命影响的地区如湖南、 广东、 湖北、 江西等省发展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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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李立三同志 1930 年 8 月 6 日在中央行动委员会上的报告。

快些， 而那些没有受过民主革命影响或影响很小的地方如四川、
贵州、 云南及北方各省革命形势发展就慢一些。 历史实践证明，
共产国际对立三的这一批评是正确的。

第二， 在敌我力量对比的估计上， 共产国际批评立三中央夸
大了主观革命力量、 低估了敌人力量的错误的阶级估量。 正确的
阶级估量是制定党的路线政策的基本依据。 立三同志在敌我力量
对比的估计上， 完全是采取唯心主义的分析方法。 他们在分析敌
人力量时， 总是只注意敌人的弱点， 或将敌人的某一弱点特别夸
大； 估量主观力量时， 则只看到强点， 而掩盖了自己的弱点； 在
估量到帝国主义及统治阶级时， 把他们看成是无能为力， 只有等
待崩溃的状态； 而对于革命力量的估计， 不仅夸大了红军的发
展， 尤其夸大了城市工人斗争的觉悟性和组织性。 这种错误的阶
级估量， 使他犯了 “左” 倾冒险主义错误。

1930年 8月 5日， 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主席团的报告， 对
当时敌我力量对比形势作了完全不切实际的估计， 认为 “广泛工
人群众都要求武装， 要求暴动” ， 广大农民 “都坚决的要求夺取
中心城市” ， “军阀军队极端动摇， 到处哗变找寻党的领导与农
民联合， 特别是党在军阀军队中的政治影响与组织力量飞速扩
大， 现在镇江驻军主要部队完全在我们的领导之下， 并且要求
即刻暴动， 汉口主要驻军的大部分， 也都在我们影响之下” ，
因此， 立三同志认为， “现在已经到了历史上大转变的前夜，
到了中国革命之最紧张的关头” ， ①在这种情况下， 任何罢工斗
争都会引起武装暴动的爆发 ， “假使武汉的罢工在今天实现
了 ， ……武装暴动一定要在今天开始， 假使明日总罢工实现
了， 武装暴动也一定便在明天实现” 。 ②他还主观地判断， “在
革命高潮到来的形势下， 群众组织可以飞速的从极小的组织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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