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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新的一辈青年人，初有政治自觉的，很少能明白「国际」是什么东西，他们读书看报，固然常见「国」

「际」两字连合起来用，但他们只晓得「国际」是个形容词，是诸国相互间关系之意，「国际的」，充其量也不过

是「世界的」之意。究竟有多少青年人曾见过「国际」两字当作名词，当作一种团体或机关，来用呢？ 

  

不错，「国际」本是形容词，本只有「诸国间的」或「世界的」之意。「国际」由形容词变为名词，变为一种

团体或一种机关，是与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与世界革命，有密切关系的。 

  

社会主义先觉者很早就主张各国工人运动有国际的联络和国际的组织之必要了。把这个必要说得最明白，最不

含糊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远在1847年，即距今99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起草的「共产党宣言」中就断言

「无产阶级无祖国」，就喊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口号。自此以后，他们的思想和斗争就浸透这种国际主义

精神。 

  

到了1864年，这种国际主义精神第一次表现为组织形式。这年，英法德意四国工人代表在伦敦开会，决议创立

一个「Intel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为诸国工人团体联络机关。这个新团体底名称直译应为「工

人底国际的联合会」，这里「国际」二字是作形容词用的。即「英法德意诸国工人联合会」之意。马克思当时代表

德国工人参加这个新团体工作，渐渐以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指导整个组织了。不久，会务大大开展，小国工人也来

参加这个组织，遂成为世界上一种势力，为诸国政府所畏惧。会名太长，有时人们取它的第一个字，简称为

「International」（「国际的」）以后成了习惯，整个团体就叫做「国际」了。这是第一次，这个形容词变成了

名词。 

  

1871年，巴黎工人暴动，「国际」底法国支部不仅参加，而且占据领导地位。可是这次有名的「巴黎公盟」失

败了，「国际」受了极大打击，外面资产阶级政府底取缔，里面小资产阶级思想底进攻，遂使组织力量一天比一天

衰弱，终于在1876年正式宣布解散。马克思领导的这个「工人国际会」在工人运动历史上被称为「第一国际」，以

别于后来的几个工人国际组织。 

  

1889年，马克思死后六年，第一国际解散十三年，法兰西大革命一百周年，——那时，欧洲各国工人运动，在

巴黎公盟失败后的反动潮流底下又开始觉醒了，仍旧要求一种「国际的」组织。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英

国工党及其它各国工人政党，遂于这年派代表在巴黎开会，复活「工人国际会」。恩格斯当时还没死，他亲自参加

这个会议，充当主席。在工人运动历史上，这个复活的「工人国际会」被称为「第二国际」。与第一国际不同的，

是第二国际并非各国工会底国际组织，而是各国工人政党底国际组织，因为在第一国际时，群众性的工人政党尚未

存在哩。恩格斯死后，第二国际没有公认的领袖。其中最大的党是德国社会党，它的领袖，恩格斯死后是倍倍尔。



倍倍尔死后，理论的领袖是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第二国际成立恰遇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一方面帝国主义资产阶

级能够拿出一部分从殖民地得来的超额利润贿买劳工贵族去鼓吹改良主义，他方面无产阶级革命临近又使得代表下

层工人群众意识的革命者举起革命旗帜。所以第二国际内部发生激烈的斗争，结果到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时，改良派就背叛工人阶级国际主义而拥护各自政府作战了。革命派则单坚持国际主义旗帜，在战争当中召开两次

国际大会。第二国际并未正式宣布解散，简单停止存在罢了，但列宁于听到1914年8月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议员在德

国国会投票通过军事预算案消息时候，便宣布：「第二国际死了，第三国际万岁！」 

  

第三国际成立于1919年，在莫斯科成立的，那时俄国无产阶级已经革命成功，建立苏维埃政府。第三国际本名

「共产国际」，以别于第二国际底本名「工人国际」。第三国际初成立时各国支部差不多都是从第二国际原有的支

部分裂出来的，即是说第二国际中的革命派发展为第三国际，正式抛弃改良主义，而号召世界革命。 

  

各国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其中革命的左派分裂出去之后，改良的右派并未消灭。他们看见战争停止了，又看

见第三国际成立而且活动，也感觉有国际联系的必要，于是恢复了已死的第二国际，但战后的第二国际不过是战前

的第二国际底游魂罢了。组织虽然恢复，改良主义路线并未改变，最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时，第二国际又死亡

了一次。 

  

第三国际初成立后，正当第二国际图谋复活之时，改良主义者中间起分化了，一部份人不满意于那些丑名扬溢

的领袖，便组织了独立的党，如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英国「独立工党」，法国马克思外甥郎杰领导的一部份

社会党，这些党派一方面反对复活的第二国际一方面又反对新生的第三国际，只好自己成立国际的组织，人们称之

为「第二半国际」。这个国际组织不久之后便趋于解体，而合并在第二国际里面了。 

  

第三国际全部历史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列宁时期和斯大林时期。在前一时期，第三国际是以世界革命为旗帜

的，「国际」自视为世界革命总司令部，高出于任何一国支部之上，配合各国支部为这共同目的而工作。在后一时

期，则采取「一国社会主义论」为国际纲领底中心，因此放弃了世界革命旗帜。渐渐地，「国际」成为苏联无产阶

级国家一个附属品，甚至成为这个国家底外交部底一个附属机关。第三国际几次大会开会年份表现这种变化。从

1919年至1921年，每年开一次大会，第五次大会开于1924年，即距第四次大会二年。第六次大会开于1928年，即距

第五次大会四年，第七次大会开于1935年即距第六次大会七年，如此以几何级数推算下，于1950年才能开第八次大

会了，可是在此次世界大战中，即1943年5月，第三国际正式宣布解散了。 

  

列宁死后的第三国际中发生托洛茨基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激烈的斗争。前者主张世界革命，后者主张一国社

会主义。斗争结果，前者失败，于是第三国际各国支部纷纷开除其中主张世界革命的托洛茨基派。被开除的人成立

了各国的和国际的组织，但并不自视为新的党和新的国际，而自视为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之中一个派别，为改造党和

国际而奋斗。到了1933年，希特勒反动统治德国，德国共产党不战而败，各国托洛茨基派才宣布第三国际已经死

亡，再不能加以改造，必须建立新的国际了。此时之后经过五年准备，到了1938年各国托洛茨基派在瑞士召集大

会，才正式成立第四国际。 

  



与以前三个国际都有本名一般，第四国际底本名是「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党」。托洛茨基死后第四国际仍向前发

展，在此次世界大战中并未曾像其它两国际一般正式或非正式解散，反而于战火正烈之中召集过两次大会。现在世

界只有这个国际是正式存在的了。 

  

当第四国际成立前后，若干个从第三国际脱离出来的党派不满意于第四国际，以西班牙「马克思主义联合工

党」为首，便单独成立一个国际组织，总部设在伦敦，名为「伦敦局」。人们仿「第二半国际」先例，称此组织为

「第三又四分之三国际」。这个「国际」没有在工人中起过什么作用，现在早已给人忘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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