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共产国际东方战略与中国国民革命 / 黄华著.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7
ISBN 978-7-206-09924-3

Ⅰ. ① 共…

Ⅱ. ① 黄…

Ⅲ. ① 共产国际－研究 ② 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史－中国

Ⅳ. ① D16 ② K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51451号

著 者：黄 华

责任编辑：孟 奇 封面设计：孙浩瀚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130022）

印 刷：长春市赛德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11.625 字 数：290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9924-3

版 次：2013年7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0.00元

共产国际东方战略与中国国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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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国民革命是中国近现代历史长河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时

期。在这段历史时期，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席卷全国，但

是，在北伐战争的推进中，国民革命的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内蒋

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先后发动政变，国共合作破裂，国民革命

失败。

如何认识中国国民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学术界观点主要从这

样几个角度来分析：陈独秀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放弃了对革命和

武装的领导权；中共还处在幼年时期，缺乏政治经验以及革命斗争

经验、应该归罪于有着浓厚民族利已主义思想的斯大林等等。

我认为这些答案并不让人完全信服，我一一对应进行说明：前

苏联解体后公布的联共 （布）、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档案中，

我们发现陈独秀及其领导的中共中央一直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听

命于共产国际，而共产国际又是在联共 （布）中央的领导下工作

的；对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要在统一战线范围内把民族革

命任务和阶级革命任务结合起来，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力所不能及

的；很难解释共产国际、联共 （布）指导下的国民革命获得的重大

发展。

我认为以上的这些观点都没有找到国民革命从兴起、高涨、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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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高潮到失败的重要的主观原因。而我们只有找到这个重要的主观

原因，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国民革命在整个中国民族民主革命

实践中的重大意义。目前国内学者对于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关

系的研究，一时之间难以获得有效的突破，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

因就是陷入了一个困境：没有触摸到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关

系这个重要视角。他们或者看到共产国际、联共 （布）对于中国革

命的指导推动了国民革命的发展，可是又解释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原

因导致了国民革命的最终失败；或者认为共产国际、联共 （布）对

于中国革命的支持只是由前苏联的民族利益出发，可是却又解释不

清楚中国国民革命初期，极大地推动了国民革命的发展。也就是

说，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研究现在都有这样的要求：需要从共产

国际职共 （布）与中国国民革命关系的角度来重新解读中国国民革

命。因此，我希望能够解决这样一个问题———通过对共产国际与中

国国民革命关系这样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解读国民革命的兴起、高

涨、形成高潮到最后失败的整个过程，力图揭示国民革命失败的重

要的主观原因。

本书的逻辑起点是共产国际东方战略。共产国际东方战略的提

出在共产国际二大，最终形成于共产国际四大。东方战略的主要内

容是在共产国际领导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共产党和工人党要支持

和参加当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并与资产阶级结成某种形式的联盟，

在这一斗争中充分发动和组织工农下层群众，逐步使自己成为运动

中的主力并取代资产阶级的领导地位，从而使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

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走向非资本主义的前途。

东方战略的提出主要围绕着共产国际对于世界革命战略重点向

东方转移这个问题展开，东方战略的基本内容在学术界能够形成共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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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我通过东方战略基本内容的分析，指出东方战略的积极性和局

限性两个方面。

通过对东方战略的积极性和局限性分析，实际是为后面做铺

垫。东方战略涉及到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所有基本问题，而这些问

题在国民革命时期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东方战略对于中国国民革

命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主要体现在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统

一战线建立、工农运动的发展、援建黄埔军校并支持广东革命根据

地巩固及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对于北方国民军的援助这样几个

方面。

东方战略的局限性分析主要是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胜利的经验

入手，在国民革命的初期，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国共两党都无法全

面正确地认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这些基本问题，从而也引起了共

产国际和联共 （布）内部及其在华工作人员关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

基本问题的争论，从而形成了对共产国际、联共 （布）内部及其在

华工作人员关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问题认识的两种主张：一方是以

维经斯基为代表的，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萨法罗夫和共产国际执委

会主席季诺维也夫支持。他们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民

族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可以同资产阶级结成暂时同盟，

目的是为了给无产阶级组织的发展和壮大创造条件，而无产阶级及

其政党在同资产阶级的同盟中要坚持自己的独立性，并把工作重点

放在发展和提高无产阶级领导下最基本的群众运动和人民群众的力

量上面，以便争取实现无产阶级对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权。这当然

是正确的，但缺点是教条主义地照搬十月革命的经验，脱离中国革

命当时的实际；另一方是以鲍罗廷为代表的，布哈林 （接替季诺维

也夫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和联共 （布）中央主席斯大林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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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他们主张要看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

矛盾，要充分发挥其反帝的积极性，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与资产阶

级结成巩固的同盟。这当然也是正确的。但是，他们更强调的是要

尽最大努力帮助资产阶级，他们反对开展有益于工农基本群众的阶

级斗争，害怕这样做可能破坏与资产阶级同盟。这实质上是把殖民

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权完全交给资产阶级，无产阶

级的政党和组织只处于帮助地位。

东方战略在华实施中存在着两种不同主张， “三二○事件”之

前，这两种主张基本上处于并存的状态，而且客观上是互相补充

的，在一定程度上全面贯彻着共产国际东方战略，推动了中国国民

革命的发展。“三二○事件”之后，由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变化，国

民革命统一战线当中，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激烈

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东方战略的局限性。于是，共产国际和

联共 （布）及其在华工作人员中两种主张的矛盾和斗争尖锐起来。

东方战略在华实施的重点逐渐发生转移，应当说这种重点转移经历

了从加拉罕 “地段论”到联共 （布）正式提出 “争取喘息时间”的

妥协方针，到维经斯基局与鲍罗廷的争论公开化，莫斯科支持鲍罗

廷，并从组织上指定鲍罗廷为共产国际在华工作人员的最高负责

人，完成了东方战略在华实施的重点从两种主张并存来全面贯彻东

方战略向不惜一切代价拉住资产阶级维护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转

变。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扩大会议对中国国民革命的复杂形势盲目

乐观，而对资产阶级叛变的危险缺乏警惕，因此通过了脱离中国国

民革命实际的决议。这个决议一方面要求中共急剧推进工农基本群

众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农民的土地革命，另一方面又把革命胜利的

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要求中共对国民党内的资产阶级实行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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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幻想拉住资产阶级共同实现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但是，

联共 （布）中央却泼来了冷水，斯大林的观点是目前还没有到抛弃

右派的时候，共产党人对待蒋介石等人应该 “像挤柠檬汁那样，挤

干以后再把它扔掉”，结果，还没等挤干资产阶级的 “柠檬”，蒋介

石发动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斯大林无条件支持武汉国民政

府，继续 “挤干柠檬”，在鲍罗廷的影响下，中共制定对武汉国民

党集团的一系列妥协让步政策。武汉国民党集团加快叛变革命的步

伐。汪精卫集团发动 “七一五”政变，公开叛变，中国国民革命

失败。

５



目　　录

目　　录

第一章　共产国际的东方战略　／　１

　一、东方战略的提出和基本内容　／　１

１．东方战略的提出　／　１

２．东方战略的基本内容　／　５

　二、共产国际东方战略的两重性　／　１４

１．东方战略的积极性　／　１４

２．东方战略的局限性　／　２４

　三、东方战略在华实施的主要机构　／　３０

１．共产国际、联共 （布）之间的关系　／　３０

２．东方战略在华实施机构———三驾马车　／　３５

第二章　共产国际东方战略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推动　／　３７

　一、东方战略与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　／　３７

１．越飞建议放弃孙吴联盟设想　／　３７

２．马林提出国共 “党内合作”　／　４６

３．鲍罗廷帮助国民党改组，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建立　／　５２

　二、东方战略与国民革命的发展　／　６３

１．鲍罗廷支持孙中山北上开展国民会议运动　／　６３

１



!"#$%&’()*##+,-

２．共产国际 “二月指示”推动工农运动发展　／　７４

３．俄共 （布）援建黄埔军校并支持广东革命根据地

巩固　／　１０６

４．俄共 （布）支持北方国民军　／　１１６

第三章　共产国际东方战略的两重性对中国国民革命的

影响　／　１２６

　一、东方战略的两重性与中国革命问题认识上的矛盾　／　１２６

１．围绕国共合作方式上展开的争论　／　１２６

２．围绕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看法上的摇摆　／　１４１

３．围绕无产阶级独立性和共产党作用的争论　／　１５４

　二、东方战略的两重性与在华实践中的两种主张　／　１６４

１．关于中国革命实践的两种主张　／　１６４

２．两种主张的实践影响　／　１７２

　三、东方战略在华实践中的重点转移　／　２０６

１．加拉罕 “地段论”代表联共 （布）内部的妥协

倾向　／　２０６

２．联共 （布）正式提出 “争取喘息时间”的妥协

方针　／　２２１

３．“争取喘息时间”导致组织和军事上的妥协　／　２３６

４．维经斯基与鲍罗廷的分歧公开化，莫斯科支持

鲍罗廷　／　２７０

第四章　共产国际东方战略与中国国民革命的失败　／　２９２

　一、国民革命紧急关头的东方战略　／　２９２

２



目　　录

１．脱离中国实际的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扩大会议

决议　／　２９２

２．斯大林 “挤干柠檬”主张与蒋介石发动 “四一二”

政变　／　３０２

３．鲍罗廷 “西北论”埋伏下国民革命失败的隐患　／　３２０

　二、汪精卫集团公开 “分共”，国民革命失败　／　３２５

１．武汉地区形势恶化，鲍罗廷与中共以妥协来挽救

危机　／　３２５

２．共产国际 “五月指示”与中共中央改组　／　３３５

３．“七一五”政变，国民革命失败　／　３４０

结　论　／　３４２

参考文献　／　３５０

３



第一章　共产国际的东方战略

第一章　共产国际的东方战略

一、东方战略的提出和基本内容

１．东方战略的提出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性的革

命，“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 ‘世界历史性的’

存在才有可能实现”①。所以他们始终希望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能

够在英、美、法、德等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同时发生，至少首

先在其中一个国家发生，同时其他国家相继发生革命加以配合才能

成功。列宁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他根据帝

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得出结论：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一个或

几个国家取得胜利，不是各国无产者，而是少数达到资本主义发展

阶段的国家的无产者，才会用联合的行动实现社会主义，并在实践

上领导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使得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

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 ［Ｍ］／／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
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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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形势看得过于乐观，列宁认为： “我们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接

近世界革命，……世界千百万无产者一定会跟随我们前进”①。１９１９

年３月，列宁领导成立了共产国际，在共产国际成立大会上通过的

《共产国际宣言》宣告：世界无产阶级与资本主义 “最后决战的时

代”“终于到来了”②；在这个时代，共产国际的世界革命战略任务

“是总结工人阶级的革命经验，从运动中清除机会主义和社会爱国

主义的腐蚀性渣滓，团结世界无产阶级的一切真正革命政党的力

量，从而促进并加速共产主义革命在全世界的胜利”③，并把世界革

命战略的重点放在欧洲。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列宁在为大会起草的

《共产国际基本任务》提纲中仍然认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

正在全面瓦解，规定共产党的当前任务是 “准备取得国家政权，并

且是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政权”④。同时，会议拟定了在欧洲加速社

会主义革命到来的直接进攻策略。

列宁等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也关注着东方。１９１６年，列宁

在 《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一文中，针对中国、波斯、土耳

其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状况指出：社会党人不但

应当要求无条件地、无代价地立即解放殖民地，而且还应当最坚决

地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中最革命的分子，帮助他们反对压迫他们的帝

２

①

②

③

④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和工会联席会议文献
［Ｇ］／／ ［苏］列宁 ．列宁全集：第３５卷 ［Ｍ］／／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
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１１７．

共产国际宣言 ［Ｇ］／／孙武霞，许俊基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 （１９１９
－１９２４）．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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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主义列强①。１９１７年１１月２０日，列宁和斯大林联名发表的 《告

俄罗斯和东方全体伊斯兰教劳动人民书》说：俄国的政权已经掌握

在人民手中，俄国人民力求真正的和平，并愿意帮助被压迫的民族

争取自由的斗争。文件还揭露了压迫东方伊斯兰的帝国主义掠夺者

不仅毁坏清真寺和礼拜堂，践踏伊斯兰的信仰和习惯，而且还掠夺

他们的生命财产，全力摧残伊斯兰的各种权利和自由。因此，该文

件号召东方伊斯兰居民：“驱逐你们国家的这些掠夺者和奴役者吧！

……不要坐失良机，立即起来打倒你们土地上百年来的占领者吧”，

“奴役你们的不是俄国和它的革命政府，而是欧洲帝国主义掠夺

者”， “在这个世界革命的道路上，我们期待着你们的同情和支

持”②。显然，苏俄政府寄希望于在帝国主义的后院点起革命的烈

火，以减轻帝国主义的干涉给苏俄的巨大压力。十月革命胜利后，

苏俄政府于１９１７年底和１９１８年上半年公布了一批沙俄政府与帝国

主义列强签订的瓜分和奴役东方被压迫人民的秘密协定，并采取了

一系列同东方各国联系的实际行动。斯大林在 《不要忘记东方》一

文中也提出，“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参与东方日益增长的自发运动：

向前发展这种运动，使它成为自觉的反帝国主义斗争”③，否则，

“就休想社会主义取得最后胜利，休想完全战胜帝国主义”④。斯大

林指出，东方是帝国主义幸福的基础，是世界帝国主义取之不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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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备力量和最可靠的后方。帝国主义之所以热心地维持东方各国的

秩序和法制，完全是因为东方国家能够为帝国主义提供不可计量的

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不这样做，帝国主义的后方就没有保障。因

此，他提出：“谁想要社会主义胜利，谁就不能忘记东方”①。

显然，斯大林的文章与前述 《告俄罗斯和东方全体伊斯兰教劳

动人民书》已不完全一样，已经开始涉及东方国家民族解放运动与

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问题。文中所提到的 “社会主义取得最后

胜利”已不仅是指社会主义的苏俄对于帝国主义的胜利。虽然，此

时苏俄领导人所推崇的东方革命，主要是指东方各国包括东方伊斯

兰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因为东方各国和伊斯兰民族

解放运动的兴起，对苏俄当时反对外来干涉，保卫苏维埃国家安全

是极为有利的，但是，这时列宁和斯大林还只是将殖民地半殖民地

的民族解放运动看成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同盟军来对待，并没有明确

地将其看成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共产国际一大通过的由

托洛茨基起草的 《共产国际宣言》就比较明确地反映出这一点，他

写到 “殖民地的解放只有和宗主国工人阶级的解放结合起来，才可

能实现”，“非洲和亚洲的殖民地奴隶们！欧洲响起的无产阶级专政

的钟声，对于你们就是解放的钟声”，“社会主义的欧洲将用自己的

技术、组织和思想影响来帮助解放了的殖民地，使它们易于过渡到

有计划地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②。托洛茨基写进 《共产国际宣

言》的这些观点表明，俄国布尔什维克确实是抱定了世界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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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目标，只是此时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成

功上，而把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当作配合欧洲

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反帝力量。

但是，共产国际二大后，欧洲社会主义革命运动遭受到了严重

挫折而转入低潮，而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却异

军突起。１９２０年４月起土耳其国民军在凯末尔领导下，与英国、希

腊侵略军作战，展开民族独立战争；在印度尼西亚，东印度共产主

义联盟于１９２０年５月成立，立即领导了爪哇和苏门答腊的工人罢

工运动；在印度，甘地领导的 “不合作运动”也蓬勃兴起；伊拉

克、叙利亚、埃及等国反对英、法的斗争更是连绵不断。随着东方

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不断发展和苏俄国家安全的日

益巩固，列宁开始修正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战略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

很快会在全世界胜利的估计。他承认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困难

要比预想得大很多倍；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也要比原先设想缓慢得

多。共产国际关于世界革命的战略重点，逐渐转向东方。

　　２．东方战略的基本内容

共产国际东方战略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和第四次代表大

会提出来的。共产国际二大专门成立了由列宁担任主席的民族和殖

民地问题委员会，该委员会讨论了会议召开前列宁草拟的 《民族和

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列宁的 《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提纲初稿》

在提交全体大会讨论时，列宁又作了 《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

报告》。列宁的提纲初稿和报告同罗易提出、尔后由列宁修改并经

大会讨论通过的 《补充提纲》，为共产国际制定了关于民族和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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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问题的东方战略，其主要思想是：

一、共产党在民族问题上的基本任务是帮助东方被压迫民族和

人民既要分清被压迫阶级和被剥削劳动者同压迫阶级的区别，又要

分清被压迫民族同压迫民族的区别，以便明确向他们指明各国工人

阶级的敌人———国际资本主义，也是东方民族和国家中民族革命斗

争的对象，以便促进东方各民族国家和各国无产阶级相互接近，共

同进行战胜国际资本主义和消灭民族压迫的斗争①。

二、在东方各民族国家中，同时存在着两种方向不同的运动：

一种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其纲领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实现政

治的独立；另一种是广大农民和工人群众争取解放的斗争。前一种

运动往往能够成功地控制后一种运动。共产党支持推翻外国资本主

义的民族革命运动，但反对资产阶级对这种运动的控制。只有共产

党才真正代表广大工人、农民和下层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所以完全

能够通过建立和发展人民群众自己的组织，领导他们参加民族民主

革命，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走上社会主义的前途②。

三、共产党要坚决支持反对大土地占有制、反对各种封建主义

的农民运动，“竭力使农民运动具有最大的革命性”③，并且促使欧

洲无产阶级与东方的农民革命运动实现紧密的联盟；必须尽一切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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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把建立劳动者苏维埃即农民大会的方法运用到东方被压迫民族

国家中去。

四、东方各国的民族革命运动最初不会是共产主义革命，然而

共产党应该参与对这一运动的领导，使群众逐渐获得革命经验，走

上实现自己解放的正确道路。在东方革命发展的第一阶段，应当按

照纯粹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纲领如分配土地等去进行。但是，这不

等于革命的领导权应当由资产阶级民主派掌握， “相反，无产阶级

政党应当加紧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并在最初的可能之下创立工农苏

维埃。这些苏维埃，将与资本主义各国的苏维埃共和国平等地工

作，以便完全推翻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①。

可以看出，共产国际二大的文件基本上指明了东方殖民地半殖

民地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运动的基本目标及其社会主义前

途、斗争的对象和基本依靠力量、领导力量及其内部矛盾和转换、

基本道路和策略手段，以及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等基本问

题，已经具备了东方民族殖民地国家和地区民族解放运动总战略的

雏形。

共产国际二大闭幕后，经过世界革命形势的变化和指导东方殖

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革命斗争经验的积累，共产国际和俄共

（布）领导人对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有了更进

一步的认识，加深了对这些地区民族解放运动重要地位的理解，也

使其对这些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指导路线更为丰富和科学，１９２２

年１１月５日至１２月５日共产国际召开了第四次代表大会，东方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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